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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
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2023年“消费帮扶
金秋行动”以来，2023年 9-11月累计直
接采购、帮销脱贫地区特色农副产品和
旅游服务约 648 亿元，其中，直接采购
130 亿元，帮助销售 518 亿元。行动以

“三区三州”特色农副产品和特色旅游产
品为帮扶重点，遴选推介特色农产品
819个、特色旅游线路 129条，累计实现
对“三区三州”特色农副产品和旅游服务
帮销助销150亿元。

不断扩大消费帮扶规模

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举办全国脱贫
地区优质特色粮油展销会，推介22个省
份 388个脱贫县特色粮油产品，签订采
购销售和项目合作意向金额约 40.8亿
元。农业农村系统实施“互联网+”农产
品出村进城工程，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
金秋消费季活动，加大脱贫地区农副产
品帮销力度，行动期间累计帮销261.1亿
元。文化和旅游系统举办“山河秋韵”全
国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暨“长城之约”金秋
旅游季，深入挖掘培育乡村旅游资源，遴

选推广旅游精品路线，引导脱贫群众从
事旅游等服务业实现就业增收，行动期
间累计帮销脱贫地区旅游等服务金额达
230亿元。金融系统组织中央金融单位
加大消费帮扶力度，行动期间共采购帮
销“三区三州”产品 2.39亿元、其他脱贫
地区产品14.94亿元，帮销脱贫地区旅游
等服务 7302万元。广电系统利用线上
电视大屏、广电电商平台、微信公众号等
多种渠道，帮助销售脱贫地区产品，行动
期间共帮销“三区三州”产品2544万元、
其他脱贫地区产品 2.32亿元，帮助脱贫
地区销售旅游等服务 1.17亿元。民政
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国家邮政局采取定向采购等方式，引导
干部职工积极参与行动。

全面发挥消费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功能

交通运输部大力支持“四好农村路”
建设，全面提升脱贫地区农村产业路基
础条件，为特色农产品“出山进城”打通

“最先一公里”。中央网信办、商务部等

部门通过壮大农村电商促进消费帮扶，
推动脱贫群众转变为“新农人”，欠发达
地区网络设施条件和脱贫群众互联网意
识显著提升。国务院国资委组织开展

“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直接采购
1.96亿元、认购4.66亿元，累计带动1.35
万户脱贫地区群众增收，促进产业链上
下游超 10万家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广
州市今年以来已销售帮扶产品超190亿
元，仅帮销贵州鸡蛋一项，年销售额超
10亿元，带动贵州当地10万农户就近就
业和增收致富。浙江省杭州市举办“消
费帮扶金秋行动主题市集”系列活动，为
对口帮扶地区的产品打开销路、拓宽市
场。国铁集团开展消费帮扶活动15场，
行动期间累计采购帮销农副产品4.85亿
元、帮销脱贫地区旅游服务6.82亿元。

更加注重通过末端消费促进前端供
给侧提质增效

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定点帮扶的
脱贫地区打造“巨鹿”品牌，推出巨鹿
金银花等新版包装和形象方案，带动
产品销量大幅增长。上海市推动实施

对口支援地区百架旅游包机活动，目
前已组织 42架次赴西藏、青海、新疆等
地旅游包机，输送旅客 2750 人次。广
西壮族自治区推动荔枝产业规模化、
标准化、品牌化，积极推广高接换种，
实现早、中、晚熟品种种植面积比例调
整优化，避免了大规模集中上市的销
售压力，有效防范“果贱伤农”。广东
省深圳市举办消费帮扶百强好产品评
选推介，重点推介喀什沙棘汁、察隅羊
肚菌等 13款“三区三州”特色产品。中
信集团安排到脱贫地区开展工会活动，组
织40名模范先进赴脱贫地区休养，支持
当地文化和旅游消费。中国农业银行面
向总行机关、直属机构和子公司发放农产
品消费“兴农券”7630张，引导职工购买

“三区三州”特色农产品。中国民生银行
结合河南滑县枣村乡堤上村老林场建筑
群，帮助开发白马林谷民宿，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带动当地文旅产品消费。

建立健全常态化消费帮扶的组织动
员体系

北京印发《2023“京彩西品”消费帮

扶金秋集中行动方案》，将金秋行动帮
销助销与保障首都“菜篮子”“米袋子”

“果盘子”供给有机集合，累计帮销助
销 53.4亿元。武汉市发挥驻村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作用，用好直播带货等
渠道，积极帮助驻点村农副产品上行
外销。中国供销集团围绕节假日消费
需求，组织所属流通企业利用线上平
台和线下消费帮扶专区专柜，开展各
类营销活动，拓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销
售渠道。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31家省级销
售公司线下联动，开展“百城万站”宣
传营销，通过在全国 11736个加油站设
立帮扶专区等方式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中国光大集团部署系统内企业推
进脱贫地区产品进食堂、超市、所属经
营性场所，助力解决消费帮扶“最后一
公里”难题。中国联通集团用好中国联
通 APP、沃钱包 APP 等自有平台，组织
各省级分（子）公司、总部各部门和广
大员工全面参与，累计直接采购 4262.2
万元，帮助销售 907.8万元。

（综 合）

近日，2023（第八届）中国数字服务
产业发展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凭借杰
出的行业影响力，爱玛从近 1000家优秀
企业中脱颖而出，荣获“2023年度客户口
碑奖”，并被评选为“2023中国服务品牌
100强”单位。同时，爱玛集团孙丽芳荣
获“2023年度行业贡献奖”，爱玛集团王
智慧荣获“2023年度服务领袖奖”。

四项服务领域的年度权威大奖收入
囊中，意味着爱玛高标准服务价值体系再
获社会各界高度认可，不仅彰显出了爱玛
集团“用户至上”的经营服务理念，也再次
印证了爱玛服务持续领跑行业这一事实。

说到服务，爱玛是行业的开拓者，也
是行业的引领者，甚至某种程度上，爱玛的
服务发展史，就是行业服务的发展史。

行业发展初期，在业内近乎没有成
规模的维修和售后服务体系的情况下，
爱玛以身作则，率先为行业探索建立了
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模式，并且，爱玛
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坚守初心，坚持

“让用户满意，成为一种信仰；让服务体
验，成为一种时尚”的服务价值理念，不
断丰富服务形式、提升服务品质、迭代服
务产品。

以当下爱玛正在进行的、已坚持十一
年之久的“暖冬行动”为例，任意电动车
用户不限品牌进入全国爱玛终端门店，
既能享受 25项免费检修保养服务，同时
又能参与 99元抢 4块大电池、以旧换新
至高抵 1000元、线上抖音京东大额代金
券、购车送豪华时尚礼包、限时抽现金大

红包等诸多福利活动。
同时，爱玛的温暖不局限在门店内，

还在空间上下沉，深入到社区、街道，打造
服务零距离，传递给更多人。更重要的
是，爱玛还拓展服务的人群，不仅服务车
主，还主动为环卫工人、交通警察、外卖小
哥等送去温暖，用更炽热的心践行“爱，就
马上行动”的品牌理念。

可以肯定的是，时至今日，爱玛仍在
探索打破行业的服务上限，引领行业服
务形式、品质、产品不断升级。从已成为
行业最知名的终端服务 IP、仍不断焕新
的“暖冬行动”，到 2023年行业首创的第
一届爱玛轮胎节、第一届爱玛“超级车主
日”等，无不验证着这一点。

行业常说，“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
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爱玛对
行业服务的探索不仅仅局限在服务的产
品上，更注重塑造服务品牌、制定服务标

准，从更高视角引领行业服务水平向上
革新。

在品牌端，从爱玛修车到爱玛服务
中心，从易玛车服到如今的爱玛车服，终
端服务品牌的每一次升级和迭代，都意
味着爱玛的售后服务体系得到了进一步
完善，也意味着爱玛将为行业和用户带
来更专业化、更标准化、更品牌化、更平
台化的服务体验，一步步引领行业向“服
务为王”的高品质时代进发。

而在服务标准建立上，爱玛更率行
业之先。从行业首创的1394服务项目工
程，到爱玛携手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权
威机构制定的《电动自行车售后服务时
效规范》，确立了“1330服务标准”（1分钟
接单、3 分钟响应、3 公里内 30 分钟到
达），爱玛不断定义着行业服务的新标
杆，更成为行业标准化服务生态构建的
核心变量。

时至今日，爱玛已连续8年通过国家
认监委批准设立的《商品售后服务评价
体系》标准（GB/T27922-2011）的复审工
作，并连续 10年获得由全国商品售后服
务评价达标认证评审委员会签发的《售
后服务五星级证书》。 （杨 子）

自 2021年 7月起，广州市增城区朱
村街、广州市增城区纪委监委、中共广州
市增城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增城区荔湖
街、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和广州市增城
区小楼镇 6家单位“组团式”帮扶英德市
波罗镇。

入驻以来，组团单位、驻镇工作队抢
抓“百千万工程”机遇，多措并举，念好

“帮字经”，打好“组合拳”，让波罗镇优质
农特产品“出山入海”，推动消费帮扶提
档升级，取得良好成效。

牵头单位朱村街组织召开组团单位
党政联席会议，专题研究落实帮扶责任，
推动对口帮扶以及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
村工作，携手加快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广州市增城区和组团单
位累计向波罗镇捐赠帮扶资金和物资
100多万元，为波罗镇乡村振兴提供有力
支撑。

在座谈会上，工作队负责人梳理出

消费帮扶工作存在的短板，希望得到
广州科德投资有限公司广清消费帮扶
馆的支持，搭建消费帮扶载体，拓宽农
特产品销售渠道，有效解决“销售难”
的问题。

对此，该帮扶馆负责人建议整合相
关资源，助力山区优质农特产品“出山入
海”。通过“聚焦做优产品、着眼做大平
台、加强服务保障”的“组合拳”，实现了
农产品变商品、收成变收益，助力乡村振
兴事业再上新台阶。

为建成“一站式”服务农户农企的
“小阵地”，组团单位支持建立“波罗农特
产品消费帮扶馆”，以此为基地，整合全
镇现有农特产品资源，通过“订单式”消

费帮扶，帮助农户增收。
同时，波罗镇立足产业发展需要，投

入 300多万元建成了波罗麻竹笋深加工
厂，将产业发展和消费帮扶紧密结合起
来，丰富本地消费供给、释放消费新潜
力、持续放大消费动能。驻镇工作队还
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作用，邀请华南农
业大学种植专家何业华教授到田间地头
开展种植培训指导。

在培训现场，何业华用深入浅出的
语言向种植户详细讲解了三华李种植管
理、修剪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方面的
科学知识；同时进行现场示范剪枝培训，
对三华李种植户在实际管理中遇到的各
种难题进行现场答疑解惑。

组团单位积极发动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到波罗镇开展党建共建活动，鼓励机
关工会和干部群众“以购代扶”，优先采
购波罗镇农特产品。

驻镇工作队借助波罗镇辖内的“西
京古道”，开展“重走古道，消费助镇”主
题宣传活动，让当地的沃柑、笋干、三华
李、芋头等农特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赢得
口碑，累计帮扶消费达90多万元，带动农
户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

此外，驻镇工作队还指导金融助理
开展工作，为企业和农户提供信贷支持
200多万元，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接下来，驻镇工作队将进一步发挥
组团帮扶的优势，持续加大消费帮扶力
度，建好用好消费帮扶馆，不断拓宽农
特产品销售渠道，激发产业活力，带动
村集体经济增收，进一步提升帮扶工作
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推动当地高
质量发展。 （羊城晚报）

近日，2023消费帮
扶产品进央企机关系列
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渝货进京发车仪式在重
庆市渝北区圣名城市广
场举行，共有 160 余种
重庆特色农产品将进京
展销。

本次活动由中国
农业银行机关服务管
理局、重庆市乡村振兴
局、重庆市人民政府驻
北京办事处共同指导，
重庆市乡村发展协会
主办。

活动当日，随着几
声鸣笛响起，4 辆运载
着重庆农特产品的货车
从广场出发，驶向北京。

“2023年11月，‘渝
货进京’暨消费帮扶展
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
行 ，取 得 了 很 好 的 反
响。活动期间我们与中
国农业银行等 8家央企
达成消费帮扶合作意
向，目前中国农业银行
已正式同意确定重庆市
乡村振兴协会作为其食
堂的食材供应机构。”重
庆市乡村发展协会执行
会长杨子江介绍，本次
消费帮扶产品进央企机
关系列活动，协会组织
了 38 个区县百余家企
业参与，遴选 160 多种
农产品送往中国农业银
行总部举行展销活动。

据了解，160 余种农产品中，
有城口老腊肉、荣昌猪肉、酉阳茶
油、奉节脐橙、江津米花糖、垫江
石磨豆花等耳熟能详的重庆名特
产品。

“消费帮扶一头连着脱贫地区
的产业及脱贫群众的‘钱袋子’，一
头连着广阔的消费市场及千家万
户的‘菜篮子’‘果盘子’。”重庆市
乡村发展协会帮扶专委会副主任
王子郡介绍，本次活动既为重庆农
特产品拓宽销售渠道，促进产业发
展，也能进一步提升巴渝“土特产”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据悉，接下来重庆市乡村发展
协会将与中石化、三峡集团、中信
银行等央企对接，扩大“渝货进京”
的销售渠道，带动更多重庆农特产
品销售。 （重庆日报）

自 2021年启动至 2023年 11
月底，“湖南省消费帮扶活动服务
平台”采购、销售脱贫地区产品和
服务近 200亿元；近百所高校大
学生为脱贫地区优质产品带货；
在湖南省 1000多家社区举办集
市展销活动……

3年来，湖南省商务厅牵头，
联合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国资
委、湖南省总工会等多部门共同
指导湖南省市场营销协会开展形
式多样的消费帮扶活动，并成立
活动组委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以商兴农 以赛促贸 消费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入选国家发改委
2022年全国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
兴优秀典型案例，形成了消费帮
扶助力乡村振兴的“湖南经验”。

对接产业搭平台
防止返贫有实招

“我们收入主要靠制作手工
红薯粉，最希望的是销售渠道
和价格有保障。”隆回县建华村
一户村民说，通过“湖南省消费
帮扶活动服务平台”，红薯粉不
愁 销 ，2022 年 家 里 年 收 入 比
2021年增加 2.3万元。

如何帮已脱贫村民的优质
产品找到稳定销售渠道？2021
年，组委会对接已脱贫地区产
业，搭建“湖南省消费帮扶活动
服务平台”。平台设立 14 个市
州专馆，汇集全省 122个县市区
773 家扶贫企业的近 4000 款重
点帮扶产品。

打开该平台可以看到，平江
香干、隆回山界红糖、麻阳冰糖
橙等大批特色产品已成为热销
商品，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
华丽变身，为脱贫地区农户带
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据统计，自 2021年平台启动
以来，截至 2023年 11月底，累计
直接采购、销售脱贫地区产品和

服务约 197.3亿元，其中 15个重
点帮扶县产品销售超50亿元。

发动青年群体参与
品牌赛事有妙招

“又有人下单了，再跑一圈！”
2023年11月，湖南理工大学的操
场上，一群学生穿着动物服饰，展
开了一场颇为新颖的“动物联播
带货”。这些大学生正在参加湖
南省2023年消费帮扶营销大赛，
为脱贫地区的农产品进行直播带
货，助农增收。

“动物联播带货”团队的3位
学生自称“驴驴驴”“雕兄”和“青
蛙王子”。在他们的抖音直播间
里，粉丝每购买一单农产品，团员
就围绕操场跑一圈。团队的创意
和卖力，成功激发了粉丝的下单
热情。不一会儿工夫，三人就跑
了20圈，为特色农产品增加了20
单销售。

2023年 9月以来，全国近百
所高校的 400 余个大学生团队
参加湖南省 2023年消费帮扶营
销大赛，联手为湖南省优质产品
带货。

据介绍，近3年来，在组委会
的发动下，全省130所高校、1016
家企事业单位及电商企业参加了
消费帮扶活动，其中大学生参赛
超65万人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
消费帮扶的青春热潮。

2023年，组委会还举办了系
列品牌赛事，助力大批“湘”字号
土特产“出圈”。2023年 3月，消
费帮扶营销大赛巅峰之战在吉首
举行，下单“赛况”激烈。

“农博会”开到家门口
消费帮扶有真招

如何打通销售难点、堵点，为
脱贫地区产业赋能？

举办活动、直播带货之外，组
委会动员湖南省各级各单位工会，
拿出一定比例经费用于消费帮扶
活动，同等条件下，优先在“湖南省
消费帮扶活动服务平台”采购脱贫
地区产品，引导干部职工积极消费
脱贫地区产品和文旅服务。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长沙
公交集团等企业积极响应，邵
阳、怀化、郴州等市州总工会结
合当地产业特色，为工会会员提
供福利保障的同时，也助推了当
地产业升级。

“通过‘湖南省消费帮扶活动
服务平台’发放工会节假福利，增
加了工会会员的满意度与幸福指
数，刺激了消费活力、提振了消费
信心，更重要的是带动了脱贫产
品销售，增加了脱贫群众收入。”
洪江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乐享消费 惠购三湘”
促销活动正陆续在湖南省 14个
市州开展，将在湖南省1000多个
社区举办集市展销活动，把“农博
会”开到家门口，推动农产品出村
进城。 （湖南日报）

2023年12月24日，为期4天的“天府乡村”
公益品牌产品年货大集线下展销活动落下帷幕，
活动累计销售额高达3791万元，其中现场销售
额达191万元，产销对接签约额3600万元。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 125家企业参展，超
1000种四川优质农特产品亮相，展销期间超过
8成参展商多次补货依旧供不应求。在“天府
乡村”公益品牌助力下，来自四川乡村的优质
产品得以链接到更广阔的市场，为农民提供销
售渠道，让广大消费者获得“有品质保障”的产
品，令消费潜力转变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不竭动
力。此外，“天府乡村”公益品牌是助推脱贫成
果巩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四川省“天
府乡村”公益品牌用标主体超过3600家、用标
产品超过 1.3万个，2021年以来带动四川省脱
贫地区农产品销售规模超583亿元，为广大农
民特别是脱贫群众拓宽了增收致富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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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四项年度权威大奖

爱玛标准化服务成行业标杆

广州增城驻英德市波罗镇工作队：

念好“帮字经”打好“组合拳”

图为“天府乡村”公益品牌产品年货大集线下展销活动现场。

2023年“天府乡村”公益品牌产品年货大集
累计销售额近3800万元

图为 2023（第八届）中国数字服务
产业发展年会现场。

2023年9—11月，累计直接采购、帮销脱贫地区特色农产品和旅游服务648亿元

去年“消费帮扶金秋行动”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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