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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

农户发展庭院经济。

我省各地突出乡土特色，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

商则商，引导农民利用房前屋后“巴掌地”，积极发展

庭院经济，为脱贫地区发展注入动力。上高县敖山镇

镜山村利用村内空闲鱼塘打造草鱼养殖基地，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致富带头人+脱贫户”的模式发展

养殖产业，每年可增收 5 万多元。乐安县公溪镇新居

村村办公司将村民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盘活，种上马

家柚以及红叶石兰、格桑花、波斯菊等花卉，收益由村

集体和农户按比例分红。吉安县万福镇井头村以乡

村振兴示范点建设为契机，拆除危旧房 5000 余平方米

发展庭院经济，户均增收 2000元。

农家小庭院，也能大作为。从发展实际看，庭院

经济项目种类较多，模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地方发展

特色种养产业，打造一批小茶园、小菜园、小果园；有

的地方发展家庭工厂、手工作坊，开发乡村特色文创

产品；有的地方挖掘生态资源，推出特色民宿、家庭旅

馆、休闲农庄、农家乐等，打造精品田园和美丽庭院；

还有的地方创办电商销售点、直播带货点、快递代办

点，增加农户经营收入。

不可否认，这种以家庭和农户为经营主体、以农

家院落为生产场所的乡村产业类型，在促进就业、增

加收入、美化环境、培育特色产业的同时，也不同程度

存在经营分散、体量偏小、抗风险能力弱、竞争力不强

等短板，如果不加以引导，势必影响乡村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在扶持庭院经济时，各地要科学把握，

有所为有所不为，既不能撒手不管，任其一盘散沙、自

生自灭，也不能大包大揽，搞一哄而上、盲目发展。

首先，各地要立足区域内的产业实际，尊重农民

意愿，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依法依规，坚决防止出现

乱占耕地、违规搭建、质量安全等问题。同时，采取政

策引导、技术服务、消费帮扶等措施，探索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生产经营主体与庭院经

济经营户有效利益联结机制，让分散经营的农户融入

以龙头企业、合作社等为主体的乡村产业体系中，扶

持多种类型、适度规模的庭院经济发展，增强庭院经

济发展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

其次，各地要坚决杜绝刮风搞运动发展庭院经

济，防止不顾实际、层层加码，更不能搞“一刀切”和形

式主义。庭院经济本身实力不强、抗风险能力较弱，

如果不能立足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违背产业发展规

律，一味地盲目发展、追求所谓的规模和数量，不仅不

能帮助和带动脱贫地区发展产业、增加收入，反而会

令其陷入困境，沦为鸡肋。

从长远看，发展庭院经济既有看头，更有赚头。各

地要扬长补短，充分发挥庭院经济“小快灵”优势，有针

对性地解决“散乱弱”问题，引导农户结合实际利用好小

院子、小池塘、小空地等，保留特色，创新发展，同时在资金、金融、创业就

业、消费帮扶等政策支持上主动发力。要采取多种形式对经营户进行培训

指导，提高农户发展庭院经济的基本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要加大产销对

接、消费帮扶、电商营销等力度，将庭院经济产品和服务供给与市场需求紧

密联系起来，拓宽销售渠道，助力庭院经济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类型日

渐丰富、产销衔接更加顺畅，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步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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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听听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惰懒必饥寒，莫到饥寒

方怨命……”11 月 25 日，一句句陆氏《诫子弟词》在抚州市金溪县陆坊

乡旸湾村的青田书院内回荡，让人仿若回到了宋代心学兴起时的书院。

如今的青田书院背靠村庄，面向稻田，视野开阔，古朴恬静。然

而，三年前，这里还是旸湾村的破败一隅。

2020 年 11 月，金溪县陆坊乡“80 后”青年洪志文返乡，邀请南昌大

学建筑与设计学院专家，对清代流传下来的祖屋进行了修缮。后又在

近三年间，通过与村民共建的方式，陆续修缮了周边的 7 幢老屋，将破

败山村打造成了传播象山心学与传统耕读文化的载体。“考虑到陆象

山故里曾用名青田里，我们最终确定了‘青田书院’这个名称。”洪志文

介绍，书院现存书籍 2 万余册、珍藏古籍 300 余册，其中与陆象山有关

的学术著作有 400余种。

“青青蓼莪梧桐院，田田菡萏桑梓书。”院内一副对联，尽显青年创

客的心意，对联的意思是：我回到家乡，把老屋修缮好，吸引游客来，以

报效桑梓。在赓续文脉的同时，洪志文和他的小伙伴们结合时代需

求，探索打造一个田园之上的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并努力使之成

为金溪古村落里的一个新兴文化地标。

倒豆、推磨、滤渣，一碗古法豆浆，品味劳动成果；入盏、注汤、击拂，

一场宋式点茶，感受东方美学；研墨、涂墨、刷印，一次雕版印刷体验，体

悟非遗魅力……在拜谒象山先生、诵读陆氏《诫子弟词》后，前来研学的

游客们先后“沉浸式”体验了宋式点茶、古法磨豆浆、雕版印刷等。

如今，围绕着青田书院，多种业态在旸湾村相继绽放，“活”了古

村，也富了百姓。洪志文告诉记者，以青田书院为中心，他们还打造了

“心学之旅”旅游线路，推动了周边的陆坊古村、桥上古村、竹桥古村等

多个古村落的活化利用，助推乡村振兴。

古村里的青创空间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 文/图

搭建平台，从“首单开
通”到“全业态开花”

11月 15日，在龙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菜鸟中心仓，偌大的仓库内堆

满了各种货物，工人们正忙着打包、

分拣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今年‘双

十一’期间，日均 2 万多单，交易额突

破 1 亿元。你看，这些货物马上将发

出去。”龙南市港通跨境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叶伟华笑着说。

跨境电商为何能在赣南山区一

个县级城市蓬勃兴起？

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一个共同原

因：龙南市历任领导都非常重视开放

型经济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得早，

也发展得较好。“龙南因改革开放而

兴，1992 年就被列入江西省首批对外

开放县，在全省率先成立开发区，轰

轰烈烈开展招商引资。目前，龙南是

江西省唯一连续十三届获得全省开

放 型 经 济 综 合 先 进 单 位 的 县（市 、

区）。”龙南市商务局局长叶锋说。

政策利好也是重要因素。乘着赣

南苏区振兴发展东风，龙南市充分利

用海关总署对口支援优势，于 2016 年

10 月获批建设龙南保税物流中心（B
型），建有保税仓库、查验平台、A类智

能卡口等完备的保税仓储和监管设

施，成为江西省南部重要口岸平台。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

沃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龙

南市委员会会长林泓军告诉记者，龙

南市专门组建了跨境电商项目安商

服务专班，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保姆

式服务，让企业“如鱼得水”。

“龙南人敢为人先，善于开拓进

取。”这是许多来龙南发展的企业负

责人的共识。2020 年 5 月 16 日，随着

国内消费者从国际电商平台下单购

买的一款国外儿童保温杯，以跨境电

商网购保税进口（1210）模式在龙南

市落地，该市首单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进口商品交易完成，这标志着龙南市

跨境电商业务正式启动。

2021 年 2 月 22 日，一批休闲背靠

椅通过跨境电商直购（9610）模式在

龙南海关放行，并运输至深圳盐田港

口岸，随后搭载货船运抵欧洲。2022
年 9 月 2 日，一批健身器材通过跨境

电商 B2B 直接出口（9710）模式，在龙

南海关放行。

2023 年 9 月 27 日，在龙南海关监

管下，汇森家具(龙南)有限公司以跨

境电商出口海外仓（9810）模式申报，

出口美国的一批家具顺利结关放行，

通过空运发往汇森公司位于美国本

顿维尔的海外仓，这是赣州市跨境电

商商品首次出口美国海外仓。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从“首单

开通”到“全业态开花”……至此，龙

南市成为江西省唯一全业态开通跨

境电商 1210、9610、9710、9810 业务的

县级城市。

叶锋表示，与传统外贸相比较，

跨境电商具备线上交易、交易链条短

等优势，随着龙南市全业态开通跨境

电 商 业 务 ，将 大 大 激 发 外 贸 主 体 活

力，实现产业数字化和贸易数字化融

合发展。

赋能产业，从“一枝独
秀”到“蔚然成林”

缪学胜，江西赣州人，深圳华联

港通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广东从

事跨境物流多年。在外地打拼三十

余年的他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一直

想着能否为家乡发展做点什么？

2020 年 4 月 23 日，在前期多次考

察、洽谈的基础上，龙南市政府主要

领导率队前往深圳华联港通物流有

限公司深入洽谈，双方一拍即合，签

订框架协议。由缪学胜担任总经理

的龙南跨境保税在线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成为龙南市首家从事跨境电商

业务的企业。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龙头

企业的示范引领下，越来越多的企业

加入到跨境电商的发展浪潮中，一大

批小微主体成为新型贸易的经营者。

11月 16日，记者走进赣州简美康

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工

人们正在赶制瑜伽垫，一旁堆砌数米

高 的 货 箱 内 ，是 等 待 装 车 的 出 口 商

品。该公司总经理周志威曾在粤港

澳大湾区创办企业，打拼多年。2018
年，随着产业转移浪潮兴起，上游供

应商纷纷迁往中西部省份，他也来到

龙南考察。供应链完善、成本更低，

看中了当地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前景，

周志威决定将企业搬迁至龙南。

不过，作为从事运动器械产品生

产和销售的传统制造企业，在 2020 年

疫情影响下，公司遭遇发展瓶颈。在

当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下，2021 年 4 月

起，周志威开始布局跨境电商业务，

开通账户、承接订单、寻找客户，当年

跨境电商业务营业额便达 200万元。

为把跨境电商产业做得更大，周

志威开始更换场地、升级设备、招聘人

才，不断优化生产方式和效率。“今年

公司营收预计可突破 1 亿元，跨境电

商营收占比六成。”周志威自豪地说。

尝到了跨境电商发展甜头，周志

威 有 了 更 大 的 目 标 。 该 公 司 投 资

2000 万元，与龙南城投集团共同建设

赣 州 简 美 康 跨 境 电 商 产 业 园 ，将 家

具、运动器械类产品供应链上的企业

集 聚 到 产 业 园 ，优 化 跨 境 电 商 生 态

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益，带

动更多企业参与跨境电商业务。“目

前 主 体 建 设 已 经 完 成 ，正 在 加 紧 装

修，龙南新正耀科技有限公司等 17 家

企业计划入驻，明年 1 月正式开园运

营。”周志威表示。

跨境电商企业茁壮成长，加快优

势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龙南市

依托中国（赣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建设，抢抓机遇，成立跨境电

商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龙南支持跨

境电商进口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

培育龙南跨境电商示范区的实施方

案》等，鼓励本地外贸企业、电商企业

拓展跨境电商业务，培育跨境电商新

主体。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如今，跨

境电商已成为龙南市外贸发展的一

支重要力量。今年 1 至 10 月，龙南市

生产型企业出口额达 55.6 亿元，同比

增长 34.8%，龙南市现有跨境电商进

口商家企业 46 家、跨境电商出口商家

企业 110 余家、跨境电商生态圈服务

衍生类企业 10余家。

逐梦“蓝海”，从“买全
球”到“卖全球”

11月 17日晚，走进龙南市友涞跨

境电商保税展示店，美妆护肤用品、

母婴用品、红酒洋酒等琳琅满目，不

少顾客正在精心挑选。来自 20 多个

国家的 300 余个品类在这里展示，消

费者可以在“零关税、七折增值税及

消费税”的优惠线上下单。

“传统的跨境电商一般存在于线

上，而在这里，消费者可以像逛超市

一样，看见甚至触摸进口商品，物流

配送也很快，购物体验进一步提升。”

该店负责人卫子付告诉记者，企业通

过保税担保的方式，将进口商品放置

在门店展示，消费者通过门店 APP 或

现 场 下 单 ，下 单 信 息 与 海 关 系 统 对

接，即可完成清关手续。通过跨境电

商“前店后仓+快速物流”模式，今年 6
月营业以来，门店销售额突破了 100
万元。

消费者坐在家中“买全球”的同

时，龙南本地优质商品也源源不断地

走向世界。

龙南法比奥皮具有限公司是一家

传统皮具加工企业，2022年，当公司负

责人了解到跨境电商拥有出口优势、

通关便利及政策扶持等，便决定开拓

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以来，该企业通

过速卖通、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及

自建独立站等方式，已向欧美、东南亚

等国家销售125万美元货物。

在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发展中，龙

南市引进深圳前海管理局下属前海

数字贸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运营

龙南市跨境电商产业园，设立双创孵

化服务中心、产业交流服务中心、供

应链服务中心等十大跨境贸易服务

中心，探索建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技术链“四链合一”的创新模式，

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品牌建设、资源

链接、物流运输等综合服务，助力企

业加速走向国际大市场。

“去年底开园以来，我们广泛走

访龙南市具有一定产品优势的传统

生产制造企业，目前已经与 18 家企业

签订跨境电商销售运营协议，帮助这

些企业将优质产品‘卖全球’。”前海

数字贸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杰说。

龙南市跨境电商发展至今，取得

较好成效，短板也很明显：本地跨境

电商龙头企业数量偏少，生态圈不够

完善，带动作用不明显；跨境电商专

业 人 才 短 缺 ，加 上 国 际 需 求 持 续 下

降，一些企业参与跨境电商业务的动

力不足。

在龙南市委常委、副市长文才看

来，跨境电商产业发展不可能一蹴而

就，需要持久发力。“我们将进一步向

沿海发达城市学习，释放各类开放平

台 政 策 红 利 ，加 大 龙 头 企 业 招 引 力

度，引导企业强化品牌建设，畅通生

产、物流、通关等各环节，助力更多企

业逐梦外贸新‘蓝海’，为外贸发展注

入更多新动能。”

随 着 全 球 化 和 互 联 网 技

术的快速发展，跨境电商已成

为外贸发展的新动能、转型升

级的新渠道和高质量发展的

新抓手。

龙南市是江西“南大门”，

毗邻广东，人口约 34万。这个

内陆小县，短短几年间，成为江

西省唯一全业态开通跨境电商

1210、9610、9710、9810 业务的

县级城市，跨境电商 1210 业务

交易额连续三年列全省前三。

龙南市是如何抢抓机遇，“跨”

入蓬勃生长时代？目前跨境电

商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又

将怎样发展？连日来，记者深

入龙南市进行探寻。

作为发展速度快、潜力大、带动

效应强的外贸新业态，跨境电商不仅

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

动建设贸易强国的新动能。

一个内陆县级城市为何能在发

展跨境电商方面脱颖而出？发展新

业态，需要敢为人先的精神，也离不

开保驾护航的政策。龙南市以开放

的胸襟，抢抓跨境电商发展机遇，乘

势而上，打造外贸出口新增长极。

观大势、把方向、谋全局。龙南

市跨境电商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的发展过程。当地在夯实开

放平台、赋能产业发展、完善生态圈

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为

传统制造企业开拓跨境电商业务提

供全方位综合服务，给足企业大干一

场的底气。

在 龙 南 ，越 来 越 多 的 海 外 好 物

“走进来”，越来越多的当地产品“走

出去”，老百姓享受到了实惠，企业拓

展了市场，外贸发展也有了新的增长

点，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迸发。龙南的

实践告诉我们：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新动能，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既

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布局，也要因地

制宜、用心呵护，还要不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锻造新优势。

向“新”而行，龙南正加速释放经

济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逐梦外贸新“蓝海”
——龙南市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观察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邱 玥 焦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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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跨”越 向“新”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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