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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电商迅猛发展，使城市居民足不

出户即可购买到全国各地的优质农产品，同时也较好地解决

了农产品销路问题，但受制于传统观念、成本、品牌等因素，

运营成功的却较少 [1]。新形势下，要想打开农产品销路、提

升农场经济效益，必须突破传统思维，挖掘农场的旅游价值

以及农产品特色属性和文化内涵，并利用线上线下各自的优

势，通过旅游业带动电商的宣传推广，以此作为提升农产品

电商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

2  红星农场菠萝电商销售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积极发展“互联网 +”电商平台，线上销售增

长潜力巨大

红星农场位于“中国菠萝之乡”——广东省湛江市徐

闻县。菠萝是该农场种植面积最大、最主要的自营经济作物。

近年来，红星农场注重品质菠萝打造及品牌建设，积极发展

“互联网 +”电商平台，补齐销售短板，目前主要采用“线

下 + 线上”的销售方式。“线下”结合地头零售、批发、农

超对接等方式 ；“线上”则与各类电商平台及微商合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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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展新的尝试。例如，今年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首次

通过跨境电商将 10t 优质菠萝产品远销日本 ；举办“直播带

货”，当日交易额近 75 万元。但总体而言，农场菠萝线上销

售额规模不大，尚不足线下销售额的 1/3，出口量及电商直

播销售量也十分有限，仍具有巨大增长潜力。

2.2  特色农产品“红土金菠”优势明显，但品牌知

名度不高

近年来，红星农场大力推广菠萝新品种、新技术，成功

打造出农场特色菠萝品牌“红土金菠”，该产品品相好、口

感香脆、糖度高，对比当地传统种植的菠萝品种具有明显的

品质及价格优势。同时，农场通过参加徐闻菠萝文化旅游节、

湛江农博会、广州农博会等活动，以及与各类涉农主流媒体

对接，积极开展品牌宣传工作。然而，由于产量制约、市场

占有率较低等原因，该品牌目前的市场知名度仍然有限。与

此同时，品牌知名度较低的问题也反过来对菠萝的销售形成

了一定的制约。

3  乡村旅游融入农产品电商营销的可行性分析
3.1  红星农场发展乡村旅游具备优势

红星农场具备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内外部条件，有利于发

展休闲乡村旅游业。一方面，徐闻县的“菠萝的海”“菠萝

文化节”已经成为广东省知名的乡村休闲旅游景点和品牌，

而红星农场是当地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农场菠萝种植历史悠

久、面积大、产量高，拥有优质菠萝示范基地、“红土金菠”

特色品牌等资源优势 ；另一方面，目前农场周边以农业、

农场、农品、农家为特色的观光旅游项目寥寥无几，挖掘

潜力巨大。

3.2  乡村旅游与农产品电商具有高度契合性

乡村旅游是以领略农村乡土风情、体验农事生产劳作、

了解风土民俗和回归自然为旅游目的，以城市居民为主体，

融观光、度假、休闲性质为一体的旅游活动。农产品电商为

乡村农产品销售提供了方便，让农产品交易实现电子化、便

利化 [2]。二者都是以农村、农产品为中心开展的活动，具备

高度的契合性，乡村旅游可以激发当地特色农产品的潜力，

而依托农产品也可以盘活农村资源。

4  乡村旅游视角下农产品电商发展思路
4.1  注重农旅产业联动，整合优势资源

农产品根植于地域资源的沃土，要想发展好农产品电

商，最大限度地发挥农场的资源和特色产品优势，必须将特

色农产品营销与当地食、住、行、购、娱等当地旅游休闲活

动相结合 [4]。这种资源整合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需

要地方政府在旅游宣传、品牌推广以及特色农产品的产销对

接、行情指导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 ；其次，湛江农垦局作为

红星农场的管理机构，应在农场旅游整体规划、电商平台对

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电商培训等方面予以指导和帮扶 ；

最后，农场负责乡村旅游建设项目推进，农产品种植、加工、

销售及宣传。通过多类型资源的整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农场

的资源和特色产品优势。

4.2  挖掘产品文化内涵，推动品牌宣传

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认知和消

费期望发生了变化，除了产品本身的品质、口味，也渴望能

够感受到农产品自身的文化魅力，提升精神层面的享受 [5]。

在此趋势下，延伸农产品的文化内涵、突出产品的个性将成

为加速品牌推广的关键。红星农场可结合自身发展历史及菠

萝产品特点，将农场开垦、知青下乡、扶贫助农、红土金菠

育种等真实故事融入品牌文化宣传当中，形成独有的农场文

化和菠萝文化，并将其嵌入农产品营销及农场旅游过程中，

通过品牌化、个性化的多维度呈现，引发线上消费者及线下

游客的情感共鸣，激发购买欲望。

4.3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产品附加值

农场在注重品牌营销的同时，也要利用现代科技，提

升产品附加价值。一方面，菠萝产品在包装、营销方面还

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如“红土金菠”这类高品质菠萝可以

走“高端水果”路线，包装成精美礼盒，配以产品溯源、

产品特色和品牌故事，提升产品的美感和辨识度 ；而品质

次一级的菠萝则负责“走量”，进行特产营销、情怀营销、

借势营销。另一方面，湛江农垦可将菠萝产品加工纳入未

来战略规划中，通过与鲜果加工企业合作或引入先进加工

生产线等方式，进行菠萝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推

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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