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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丽梅

在江西省许多地区，都有这样一块屏

幕，“屏幕”的一端连着防灾减灾救灾的

决策者和执行者，另一端连着众多普通老

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长江瑞昌段的水位距离警戒

线 还 有 10.46m， 一 旦 到 了 警 戒 水 位 ， 系

统就会自动预警，启动应急响应。” 3 月

31 日，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应急管理局

局长陈卫国站在该市智慧应急指挥平台的

大屏幕前，演示该市在汛期如何“一屏看

水”以及“一屏管水”。

这个屏幕的应用远不止于此，还可以

进行“一屏管山”“一屏疏散群众”，甚至

能通过“一屏”实现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全

链路管理。

今年 3 月 24 日起，江西省已提前进入

汛期，素有“长江入赣门户”之称的九江

市瑞昌市已经敲响了水情监测的警钟。陈

卫国说，“当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的时候，（智慧应急指挥） 平台可以告诉

你答案。数据，让生产生活更安全！”

在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下，加上全

国数十亿条山河“体检”数据的赋能，这

个屏幕还有更多可能，或将改变防灾减灾

救灾的未来。

数据上了“屏” 防汛有了
“千里眼”

“做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推动

普查成果的转化应用，利国利民，意义重

大。”陈卫国介绍，瑞昌市通过第一次全

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摸清了当地的

自然灾害“底数”，这也让其在开展应急

管理工作时能做到“心中有数”。

进入汛期 ， 水 患 是 江 西 省 不 少 地 区

难治的“心头病”，瑞昌市亦是如此。地

质 灾 害 、 森 林 火 灾 、 地 震 灾 害 和 气 象 灾

害 亦 严 重 威 胁 当 地 老 百 姓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 据 统 计 ， 瑞 昌 市 年 均 因 灾 损 失 超 过

1 亿元。

普查数据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对

此，瑞昌市投资 2300 万元，搭建了智慧

应急指挥平台。灾害种类、风险点、应急

力量、应急物资、应急预案等风险普查各

类 资 源 数 据 “ 上 了 屏 ”， 通 过 这 些 数 据 ，

瑞昌市绘制了六张图：“风险隐患”一张

图、“应急队伍”一张图、“应急物资”一

张图、“应急路线”一张图、“应急预案”

一张图以及“避难场所”一张图，“六张

图”都汇聚在这块屏上。

“这块屏是应急指挥调度的‘大脑中

枢’。”陈卫国表示，平时通过这张屏幕，

可以看到基层一线的即时信息，进行监测

预警；一旦发生风险，通过这块屏，可以

让指挥调度信息实时直达基层。

借助这块屏，长江瑞昌段防汛像是有

了“千里眼”。陈卫国介绍，瑞昌市智慧

应急平台的长江堤防汛预警系统设置了水

情监测和灾害预警数据，通过江西省数据

交换共享平台，接入全市水库、河流的监

测站点实时数据。同时系统可以接收水位

报警信息，结合应急指挥“一张图”，针

对不同的水位报警及时对沿江穿堤管道进

行封堵，防止内涝。

此外，在高危地质灾害点，瑞昌市安

装了位移感应系统，一旦发生物理位移，

系统会自动预警，并通过应急喇叭提醒附

近居民紧急转移避险⋯⋯

给码头企业吃一颗“定心丸”

瑞昌市码头镇梁公堤的屏幕连接上了

瑞昌市的智慧应急指挥平台。3 月 31 日，

在该指挥平台大屏幕前，陈卫国通过防汛

视频系统连线了瑞昌市梁公堤四号亭的巡

查人员，查看汛期梁公堤巡堤查险情况，

目前，一切正常。

据码头镇镇长、镇普查领导小组组长

袁志锋介绍，当地启动应急响应后，他们

就会组织人员上堤值守，参加防汛的干部

群众吃住都在梁公堤上，进行巡堤查险，

确保大堤安全。

治水患，对于位于瑞昌市北部的码头

镇来说，也意味着“兴百业”。这里水运

发达，不少企业在这里落地生根。然而，

早年间，每到夏季，这里水患肆虐，码头

的船只以及镇上的企业深受其扰。于是，

瑞昌市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

“往年，只要到了汛期，长江水位上

涨，企业就面临防汛压力，尤其是担心江

水倒灌，会引发内涝，一定程度上影响企

业正常生产。”江西亚东水泥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雨田如是说，其所在企业正好处

在码头镇长江边。

袁 志 锋 介 绍 ， 通 过 全 国 自 然 灾 害 综

合 风 险 普 查 ， 对 梁 公 堤 自 然 灾 害 和 抗 灾

能 力 进 行 全 方 位 、 多 维 度 的 “ 健 康 检

查”。同时，也查清了长江瑞昌段堤坝上

共有 30 根穿江管道，并测绘出这些管道

的 高 程 ， 这 为 大 汛 之 年 长 江 水 位 上 涨 后

封 堵 管 道 ， 以 防 止 江 水 倒 灌 提 供 了 数 据

支撑。

基于此，梁公堤积极探索“人防＋物

防＋技防”有机衔接，确保安稳度汛。其

中，在技防方面，码头镇结合普查数据，

融合“智慧监管”平台，构建了集感知、

监测、预警、处置全流程的自然灾害次生

安全生产风险智能化防控体系。在汛期，

可以实时监测水位、管涌、泡泉等情况，

助力智慧防灾减灾。

此外，近年来，长江瑞昌段水下岸坡

冲刷严重，崩岸险情频发，局部地段岸坡

已 崩 塌 至 堤 脚 ， 严 重 威 胁 瑞 昌 市 防 洪 安

全，急需治理。

2021 年 12 月，长江干流江西段崩岸

应 急 治 理 工 程 瑞 昌 段 工 程 正 式 启 动 ， 其

中，梁公堤护岸工程达到 4290 米，这项

工程完工后，为梁公堤的防洪又加了一道

屏障，这也与长江干堤已建成的护岸工程

构成了完整的防洪工程体系。

李雨田表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开展 以 后 ， 弄 清 了 穿 江 管 道 的 出 水 点

位 ， 彻 底 解 决 了 困 扰 多 年 的 汛 期 内 涝 问

题 ， 给 我 们 企 业 吃 了 一 颗 ‘ 定 心 丸 ’，

企 业 再 也 不 用 担 心 因 为 内 涝 导 致 停 产 停

工了。”

当前，全长 5.6 公里的梁公堤在瑞昌

市 19.5 公 里 长 江 岸 线 上 筑 起 了 一 道 防 洪

“ 防 护 墙 ”。 3 月 31 日 ， 第 一 次 全 国 自 然

灾 害 综 合 风 险 普 查 “ 媒 体 基 层 行 ” 活 动

走 进 码 头 镇 梁 公 堤 四 号 亭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看 到 ， 江 面 船 只 来来往往，码头

一派繁忙。

这块屏的“触角”伸到了乡村

乡 村 是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的 “ 神 经 末

梢”，也是整个应急管理链条上最薄弱的

一环。事实上，这些“末梢”更需要这样

的“屏幕”，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监测预

防风险；另一方面，一旦发生危险，可以

及时上报灾害信息，争取救援最早的几十

分钟。

当前，这块屏幕的“触角”已经伸到

了江西省九江市的一些乡村。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岷山乡的 15 个

村都有这样一块屏幕。这些村子的 144 个

监控摄像头、76 个应急广播、地质灾害

自动警报系统、森林防火自动提示系统、

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等都连在了岷山乡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大屏幕上。

当有孩子靠近岷山乡 607 个山塘中的

任何一个，在岷山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

心值守的 80 后岷山乡辅警许健就会第一

时间通过当地的应急广播进行实时喊话，

劝阻孩子，或者通知当地的负责人，及时

处理，防止孩子溺水。

入汛以后，许健每天还会通过应急广

播定时播报一些防汛信息。

岷山乡平安楼 95 后应急干事李明峰

表 示 ， 这 块 屏 幕 在 当 地 的 应 急 管 理 中 发

挥 了 大 作 用 ， 其 中 最 显 著 的 就 是 ， 当 接

到 报 警 信 息 或 者 提 前 发 现 了 风 险 ， 不 用

再 到 现 场 或 者 通 过 电 话 一 个 个 通 知 ， 节

省 了 很 多 时 间 ， 争 取 了更多处置风险和

救援的时间。

瑞昌市也在容易发生溺水的水域安装

了警戒摄像机及应急广播，平时可播放安

全知识、防溺水常识。陈卫国表示，原来

发生过溺水事件，今年以来，瑞昌市安装

了人脸识别视播一体防溺水装备的水域未

发生溺亡事件。“这些水域全部在我们的

掌控范围之内”。

一块屏改变防灾救灾的未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丽梅

当前，长江上的江心岛——江西省九

江市柴桑区江洲镇已经进入防汛“战备”

状态。早在 20 多天前，这个小镇就与整

个江西省一起提前进入了汛期。

这个总面积为 108.38 平方公里的小镇

的实际常住人口仅有 6000 人，且多为老

人和小孩。然而，这些人却需要守卫长达

34.56 公 里 的 防 汛 战 线 以 及 10 万 余 亩 耕

地，这对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小镇来说，防

汛压力巨大。

“小汛年年有，大汛隔年来”成为这

里汛情的常态。于是，这个小镇下定决心

要作出改变。过去 3 年，随着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启动，这个小镇对

当地的河流以及防汛能力进行了全面“体

检”，摸清了当地以水灾为主的自然灾害

“底数”。

在此次“体检”中诊出的“病”，当

地 已 及 时 进 行 治 疗 ； 针 对 有 “ 发 病 ” 风

险 的 地 方 ， 当 地 也 已 提 前 打 上 了 “ 预 防

针”。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党委书记王新

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然灾害很

多 发 生 在 意 料 之 外 ， 这 种 ‘ 体 检 ’ 每 年

都要搞。”

5 年中有 4 年都在“防大汛”

“洪灾已成为威胁江洲镇人民群众的

第一大害。”在王新丰的记忆里，2016 至

2020 年的 5 年里，当地百姓有 4 年都在合

力“防大汛”。

其 中 ， 防 汛 形 势 较 为 严 峻 的 是 2020
年，长江流域持续强降雨，有一段时间，

长江九江段平均每天上涨约 40 厘米，且

水位持续上涨。当时，江洲镇实际可用劳

动 力 不 足 1000 人 ， 面 对 34.56 公 里 的 大

坝 ， 当 地 调 用 了 全 镇 的 人 力 、 物 力 、 财

力，不少人 24 小时吃住都在大坝上，仍

不足以抵抗洪水。

洪水肆虐，江洲告急。2020 年 7 月 10
日，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了 《告江

洲父老乡亲的一封信》，呼吁江洲镇 18-
60 岁之间的父老乡亲迅速赴江洲共抗洪

魔 。 这 封 信 发 出 的 第 二 天 ，2000 余 名 青

壮年返乡抗洪，再到后来，近 7000 名游

子回乡，助力家乡安全度汛。

这 也 让 江 洲 镇 体 会 到 “ 体 检 ” 山 河

迫 在 眉 睫 。 正 是 这 一 年 ， 第 一 次 全 国 自

然 灾 害 综 合 风 险 普 查 正 式 启 动 。 当 地 对

整 个 镇 子 进 行 了 全 面 普 查 。 普 查 结 果 显

示 ， 当 地 水 患 主 要 存 在 涝 、 洪 、 崩 三 大

风险。

洪水经常“光顾”这个小镇，虽从未

击 倒 过 这 个 小 镇 ， 但 也 让 这 里 满 是 “ 伤

痕”。在历史记载中，江洲镇曾发生过 3
次大堤溃决，第一次是 1954 年 7 月，江洲

镇同兴段发生漫溃，全洲淹没；1983 年 7
月，江新洲新洲段发生决口；最严重的一

次 1998 年的那场大洪水，当年 8 月 4 日，

江洲镇洲头段发生溃决，决口长度达 300
米，冲坑深度达 18.3 米。

“ 江 洲 镇 就 像 一 个 碗 一 样 ， 水 进 来

了，我们要把它排出去。”王新丰说，当

地 防 汛 设 备 无 法 满 足 抗 击 大 型 洪 水 的 需

要，江洲镇的 9 座排涝站大多建于 20 世纪

60-80 年代，排涝设备大多陈旧老化，且

功率小，汛期水位超 21.8 米时，为确保大

堤 安 全 ， 这 些 必 须 停 机 ， 不 能 向 长 江 排

水 。 王 新 丰 记 得 ，2020 年 ， 当 地 汛 期 水

位达到 22.8 米。“我们的坝是保住了，但

是里面涝得一塌糊涂”。

“堤坝的安全十分重要，但土里面的

东西我们看不到。”王新丰介绍，在普查

中，当地聘请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专业人

士进行监测，其中，在江洲镇洲头段，探

测人员发现了 44 个异常点，并推测出 8 处

可能存在的隐患。

下 猛 药 治“洪 病”“涝 病”
“崩病”

“体检”之后，柴桑区以及江洲镇开

始花大力气治“洪病”“涝病”“崩病”。

当地投资了 3.1 亿元，建设江新洲大

堤 除 险 加 固 工 程 项 目 ， 对 建 设 范 围 内 的

大 坝 堤 身 土 方 加 高 培 厚 ， 护 坡 护 岸 ， 以

及 对 堤 基 、 堤 身 进 行 防 渗 处 理 ， 新 建 防

浪墙等。

“确保水漫不过来、透不进去。”王新

丰介绍，该项目建成后，有效提高了江新

洲大堤抗御洪水能力，防渗墙解决了土坝

渗漏隐患，建成迎水面护坡后可减少长江

对坝体的冲刷，杜绝了浪坎的发生。大堤

加高加固以及防浪墙建立后，防浪漫顶水

位高达 24 米，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及生

命财产安全建起了“防护墙”。

为 了 治 “ 涝 病 ”，当 地 投 资 了 1.12 亿

元 ，实 施 江 新 洲 涝 区 治 理 项 目 ， 对 新 沟

口 、 大 套 沟 、 向 阳 站 等 电 排 站 进 行 升 级

改 造 。 改 造 后 ， 全 镇 的 抽 水 泵 站 由 原 来

9 座提升到 11 座，单机由原来的 155kW 提

升 到 280kW， 流 量 是 原 来 的 2 倍 ， 排 水

高 程 由 原 来 的 21.8 米 提 高 到 22.8 米 。 单

日 降 雨 量 在 100 毫 米 时 ， 确 保 24 小时全

部排出。

“古岸崩欲 尽 ， 平 沙 长 未 休 。” 唐 代

诗 人 胡 玢 《庐 山 桑 落 洲》 中 形 容 的 正 是

江 洲 镇 岸 崩 时 的 状 况 。 王 新 丰 介 绍 ， 江

洲 镇 的 堤 坝 多 是 当 地 先 辈 通 过 肩 挑 手 扛

建 起 的 土 坝，坝顶低，斜坡陡，砂质土

壤，故每年汛期，就容易造成大坝脱坡、

渗水、泡泉、管涌等险情，从而导致溃堤

灾害发生。

2020 年 的 那 场 洪 水 导 致 江 洲 镇 洲 头

北岸原有外滩被冲刷消失，其护岸的混凝

土铰链沉排、干砌石崩塌损毁严重，江水

直接冲刷江新洲大堤堤脚，严重威胁到江

新洲大堤的安全。

当 地 投 资 1700 万 元 解 决 岸 边 的 “ 崩

病 ”。 2021 年 开 始 ， 在 洲 头 崩 岸 险 段 现

场，数艘满载石块的运输船停泊在外江江

面，紧锣密鼓开展压脚护岸作业。随着崩

岸 治 理 工 程 的 完 成 ， 为 洲 头 外 堤 身 “ 穿

上”一层坚固的石制“外衣”。

王 新 丰 表 示 ， 这 些 工 程 就 像 “ 三 道

防 线 ” 筑 起 了 镇 上 汛 期 的 防 护 墙 ， 可 以

抵 御 50 年 一 遇 的洪水，保护当地老百姓

的安全。

水管得好才能谋长远

“治水”只是第一步，“管好水”关乎

发展的长久之计。

在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普查的数

据上，江州镇从防灾减灾救灾数字化中，

找到了“解题”答案。

王新丰解释，从前，没有摸清镇上各

类 防 汛 信 息 的 “ 底 数 ”， 一 旦 遇 到 汛 情 ，

他 们 常 常 是 根 据 经 验 或 者 靠 “ 跑 断 腿 ”，

才 能 了 解 人 员 分 布 、 物 料 准 备 、 水 位 雨

情，来指挥防汛。尤其是从前抗洪抢险时

参考柴桑区的水位监测，无法准确掌握江

洲 镇 的 信 息 ， 为 了 更 精 准 地 掌 握 相 关 信

息，及时监测，排涝也更高效，从而建设

了数字化平台。

“有时不知道抓手在哪里，现在有抓

手了。”王新丰介绍，江洲通过新建物资

仓库，结合乡村信息化系统，建设了智慧

水 利 系 统 ， 可 实 时 监 测 降 雨 量 、 水 位 变

化、防汛物资储备等情况，从而达到足不

出户，科学精准为各项灾情研判提供有力

帮助和便利，进一步完善了各项灾情预案

及方案。

目前，江洲镇的数字化指挥系统仍在

进一步建设中，“一屏看水”“一屏管水”

“一屏救灾”正在逐步实现。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的 关 键 是 人 。 王 新 丰

表 示 ， 为 了 使 这 些 大 工 程 以 及 泵 站 有 效

运 转 ， 当 地 针 对 堤 坝 、 泵 站 、 救 援 ， 成

立 了 三 支 专 门 队 伍 。 进 入 汛 期 ， 巡 堤 大

队 每 天 都 会 巡 查 重 要 点 位 ； 在 需 要 排 涝

时 ， 专 业 管 理 泵 站 的 队 伍 每 天 都 有 两 人

24 小时不间断进行排涝作业。自然灾害

瞬 息 万 变 ， 当 地 应 急 救 援 队 伍 亦 是 随 时

准备着。

“ 这 几 年 ， 我 们 解 决 了 堤 坝 的 问

题 ， 解 决 了 排 涝 的 问 题 ， 解 决 了 崩 岸

的 问 题 ， 解 决 牵 涉 到 江 州 发 展 的 关 键

问 题 —— 安 全 问 题 。” 王 新 丰 说 ， 从

前 ， 江 洲 镇 几 乎 是 逢 汛 必 涝 ， 经 常 是

大 堤 保 住 了 ， 圩 内 却 一 片 汪 洋 ， 庄 稼

也 就 没 有 了 ， 更 谈 不 上 老 百 姓 的 收 成

和 收 入 了 。

现下，当地能及时排除洪水，确保农

作物正常生长，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环境，也保障了人民增产增收。在王新

丰 看 来 ，“ 这 个 事 情 做 得 让 老 百 姓 也 满

意，组织也放心，我们干部工作起来也更

顺心。”

4 月 1 日，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 险 普 查 “ 媒 体 基 层 行 ” 活 动 走 进 了 江

洲 镇 ， 乘 坐 轮 渡 过 江 后 ， 记 者 看 到 ， 阳

光 之 下 ， 这 个 江 心 小 镇 金 灿 灿 的 ， 那 是

一 望 无 际 的 油 菜 花 ， 不 少 老 百 姓 正 在 地

里劳作。

与 此 同 时 ， 小 镇 生 态 旅 游 发 展 正 在

起 步 ， 不 少 游 客 开 始 涌 向 小 镇 。 不 久 前

举 办 的 江 洲 第 三 届 生 态 旅 游 节 期 间 ， 数

万 人 集 聚 这 个 小 镇 的 大 堤 上 ， 欣 赏 江 洲

镇的美景。

一个江心小岛的“治”水样本

2022 年 4 月 4 日，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码头镇，施工单位在长江江西瑞昌段梁公堤进行长江干流崩岸应急治理工程作业。 魏东升/摄

“江洲镇就像一个碗一
样”，水进来了，排出去难。洪
灾已成为这里的第一大害，
从 2016 至 2020 年的 5 年里，
当地百姓有 4 年都在合力

“防大汛”。而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启动
后，这个小镇对当地的河流
以及与防汛能力进行了全面

“体检”，摸清了当地水灾的
“底数”，开始花大力气治“洪
病”“涝病”“崩病”。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龚阿媛

两万多斤银耳，可以塞满一个 200 平

方米的房间，打包之后需要 1300 平方米

的仓库存放，再从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运

往全国各地，需要至少 5 辆大型货车。这

是 2023 年年初，春节假期来临前，刘健

所在公司一天卖出的银耳。

在 刘 健 2020 年 回 到 家 乡 福 建 省 宁 德

市古田县创业时，他只想着“哪怕事业慢

一点，利润薄一点，我还是愿意做实业”。

靠做电商起步

刘健清楚地记得人生中在网上卖出的

第 一 件 商 品 —— 一 件 69 元 的 粉 红 色 裙

子，这一单他赚了 12 元。对方咨询了半

个小时才下单，从尺寸、材质到能搭配什

么样的鞋子、衣服。面对每个提问，他只

给自己留 10 多秒时间，他担心让顾客稍

微等久一点，这一单就没了。

他会提前做好功课，直到不经过大脑

就可以回复。 他 遇 到 过 最 难 沟 通 的 客 户

是卖 3C 产品的时候，六七十岁的老人瞒

着 子 女 给 小 孩 买 儿 童 手 表 ， 他 需 要 从 拆

开 后 盖 、 插 卡 、 开 机 到 最后定位功能逐

步讲解，这样的客户沟通起来时常需要两

天时间。

一个月只有 800 元生活费的窘境，是

刘健做电商的开始，但很快靠着做电商，

刘健在学生时期收入就达到了两三万元。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状态变了，上课也没有

刚入学时专心了，偶尔还会旷课，从最开

始拿奖学金的成绩到了班级的吊车尾，因

为差点挂科被辅导员约谈。这样的状态持

续了半年，他才重新静下心来完成了大学

学业。

2019 年，在他毕业的那年，靠着 4 年

的电商创业积累，他买了一辆轿车后，还

剩下 50 多万元的存款。创业一路都很顺

利的他，心气也很高，毕业后的第一份工

作是成立了一个“陪玩”工作室，找一些

网络游戏操作好的人，去网上接单，做陪

练。但几个月，他就亏损了一大半钱。后

来，他想干点更务实的事。

“凡事先做了再说”

大学时期，刘健每天放学后窝在宿舍

里记笔记。如今记满的两本笔记本，依然

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里面的内容早已不够

用了，这些年，他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

了电商这个行业，渠道越来越专业化、价

格也变得非常透明。

刘 健 的 父 亲 是 最 早 一 批 栽 培 银 耳 的

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古田修建了我国

第一座地下水电站，并由此形成了福建的

第一大人工淡水湖——翠屏湖。湖泊每日

散发的水汽，使得周围形成了适合银耳生

长发育的独特气候。

那段时间，刘健身边的叔叔伯伯、亲

朋 好 友 、 包 括 邻 居 ， 所 有 人 都 在 栽 培 银

耳，刘健的童年也有很多时候是在菇棚里

度过的，盖报纸、打水、烧炭、摘菇，都

是他的日常。但很快大家就意识到作为个

体户的风险。一旦银耳感染上细菌，就会

整批坏掉，乡亲们两三个月的努力就白费

了。不到两年时间，刘健身边的人就都不

做银耳栽培了，父亲也在他读初中的时候

外出务工了。

2020 年 ， 刘 健 回 到 家 乡 时 ， 当 地 栽

培银耳的已经很少有个体户了，有了更规

范的体系，更大的规模。这里也成了“中

国食用菌之都”，是全国袋栽银耳的发源

地和主产区。如今，古田县已经是国内最

大的银耳商品化生产基地。

父 辈 们 尝 试 的 失 败 ， 曾 让 刘 健 犹 豫

是 否 选 择 做 银 耳 。 当 时 他 在 县 城 里 的 两

套 房 ， 都 需 要 还 月 供 ， 一 个 月 的 开 销 不

小 ， 几 乎 到 了 “ 背 水 一 战 ” 的 境 地 。 但

多 年 的 电 商 经 历 教 会 了 他 “ 凡 事 先 做 了

再 说 ”。 2020 年 10 月 ， 他 创 建 了 自 己 的

第 一 个 拼 多 多 商 铺 ， 取 名 为 “ 丞 悦 食 品

旗舰店”。

第十五天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忙不

过来了。从他大学到创业，他习惯了自己

一个人单打独斗。刚开始创业时，他也赶

着 回 复 客 户 的 信 息 、 包 装 干 货 ， 下 午 送

货 ， 只 想 着 赚 点 钱 ， 把 车 贷 和 房 贷 还

完。直到有 1000 多个订单需要 48 小时内

发货，他才紧急招聘了 10 多个当地的工

人帮忙。

新的机遇与挑战

2020 年 春 节 ， 店 铺 迎 来 了 销 量 高

峰 ， 拼 多 多 一 天 将 近 上 万 个 单 子 ， 还 有

其 他 平 台 的 订 单 ， 加 上 雇 用 的 临 时 工

有 上 百 人 ， 他 看 着 这 么 多 人 在 眼 前 忙

碌 ， 感 受 到 更 多 的 是 一 种 恐 慌 ， 害 怕

哪 天 赚 不 到 钱 了 ， 于 是 开 始 规 划 更 多

的商业模式。

这几年下来，他们要思考的不仅是食

品安全问题，也不只是价格卖得低、产品

好、服务到位就行了。如今，刘健开始提

前 预 测 客 户 的 需 求 ， 培 养 客 户 的 消 费 习

惯，以此来发现新的消费增长点。

一个简单的银耳，已经更新迭代了七

八 代 ， 被 刘 健 和 员 工 们 开 发 出 不 同 的 套

餐。他们从顾客打开快递那一刻开始设想

场景，不方便泡发，他们就提前处理好；

还需要购买其他搭配的食材，他们就研发

出搭配百合、莲子、冰糖之类的套餐；没

有时间煮，他们就处理成只需要用微波炉

加热或者电饭煲煮。刘健摈弃了论斤卖银

耳的传统模式，开始做精品小包装，让客

户在消费成本变化不大的前提下，有了更

多的消费体验。

这些都不只是单单一个团队可以完成

的，商品看似简单的配比，背后需要更多

的人工、设备以及供应链。一有新的概念

刘健就马上去尝试，这些年他做电商一直

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不知道这

个事情到底有没有结果，但如果不去做肯

定是没有结果的。”

如今，公司逐渐步入了正轨，而且也

有更多和刘健一样的人选择回到家乡。在

当地普遍 3000 元月工资的环境下，他开

出 8000 元的月薪吸引了更多大学生。目

前 40 多人的公司里，大学生已经超过了

三分之一。

公司也从 1 家店，开到了 10 家店，主

要分布在 4 个电商平台上。刘健也放手将

每一家店，交给一位店长单独管理。刘健

会归纳总结不同电商平台的销售特点，去

年，公司在拼多多、京东、抖音等平台的

总销售额超过了 5000 万元，其中拼多多

占据一半。

如 今 ， 和 创 业 初 期 的 想 法 不 同 ， 刘

健 有 了 新 的 目 标 ——2023 年 销 售 额 超 过

1 亿元。

90后回乡创业者：干实业最踏实
新乡村·新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