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销记忆”展馆成网红打卡点

在即墨古城，曾经淡出人们视野的供销社又
“活”了过来——一进古城南大门，即墨古城供销社
的招牌就映入眼帘，这是即墨区供销社打造的一处
集供销文化、旅游消费、休闲购物于一体的文旅商贸
综合体。在古城供销社“供销记忆”展馆内，展出了
6000余件（套）老商品、老物件，再现了供销合作社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营场景，唤醒了市民的红色记忆。

“供销记忆”展馆成为“网红”打卡点并非偶
然，背后有供销系统庞大的供应链支撑。古城供
销社整合了全区 130 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
加工生产企业、家庭农场的 2000 多种产品，推出社
区团购、城区免费配送服务，将优质商品以更实惠
的价格、更便民的形式进行推广，拓宽了即墨农特
产品的销售渠道。受益的除了消费者还有小散农
户，他们的农产品产量少，很多老年人不方便手提
肩扛去集市，更不用说进入商超销售了。即墨区
供销系统整合零散农产品资源，打造“即供”品牌，
统一开发产品，保证产品质量，将农产品进行品牌
化经营，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目前已开发“即供
麦饭石水”“即供白茶”“即供老酒”“即供月饼”“即
供蔬菜”等几十个即供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

开设快递驿站方便村民生活

在即墨区鳌山卫供销社，社员证和积分制不仅
是村民的生活辅助，更成为了供销社连接社区、服务
百姓的重要纽带。“现在用积分就能兑换生活用品，
实实在在为我们提供优惠！”村民王先生拿着他的社
员证，刚刚兑换了鸡蛋。供销社负责人介绍，积分制

已覆盖全村，村民可以通过日常
购物累计积分，用来兑换生活必
需品。王先生笑着说：“200积分
换的鸡蛋，比在外面买还便宜。”

除此之外，供销社开设的
快递驿站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
日常生活。“以前取快递得跑到
镇上，费时费力。现在每天有
200 多单快递直接送到驿站，每
周能收到 7000 至 8000 单，村民
们都特别满意。”驿站负责人介
绍，快递驿站不仅为村民带来
了便利，也大大提高了物流效
率，成为村庄现代化服务的重
要一环。

对于老年人来说，办理银行
业务，总是困难重重。为了方便
村中的老年人处理银行事务，鳌
山卫供销社还开设了政银互联e
站通，给前往镇上银行有困难的
老人解决了多年的难题。如今，

老人们可以在家门口办理银行业务，这一便民服
务得到了广泛认可。村民李奶奶笑着说：“以前要
坐车去镇上，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办银行业务，太省
事了！工作人员对老年人非常有耐心，解除了我
们的麻烦，现在把钱存在银行，我很放心！”

“供销人家”民宿受游客追捧

近年来，民宿成为文旅消费新风口。在即
墨区鳌角石村，供销社将“供销人家”11 处农家
小院打造成为特色民宿，每套小院的日租价格
从 698 元到 998 元不等，成为了青岛市区及周边
游客追捧的热门休闲地。

民宿负责人顾兴阳兴奋地表示：“我们的农家
小院十一期间早早被预订一空，特别受欢迎。”农
家小院不仅为家庭旅游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
还能承办公司团建、家庭聚会等多种活动，满足不
同人群的需求。

游客刘女士带着家人第一次来到鳌角石村，
她向记者介绍道：“我是通过抖音看到‘供销人家’
民宿，环境非常好。这里走到地铁站只需五分钟，
交通很便利。这次赶上了大集，孩子们体验了赶
集的乐趣，真的像走进了世外桃源。”

此外，供销社还创新推出了“请厨师进门”的
服务，游客可以足不出户享受地道的本地美食。

“这种形式特别受欢迎，游客们觉得在这里就像在
家里一样方便。”民宿项目的推出，不仅提升了当
地的知名度，还为村民们提供了额外的收入来
源。据统计，民宿项目自运营以来，营业额已经突
破十万元，为当地带来了看得见的经济效益。

“未来，即墨区供销社还将围绕提升民宿旅游

品质，继续谋划和推进民宿产业规范运营、发展特色
民宿产业，带领村民抱团发展，推动民宿产业规模
化、品牌化，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
发展路径，让村民守着家门口的好风景，过上红红火
火的好日子。”鳌山卫供销社“供销人家”民宿负责人
顾金阳笑着说。

把农资“老本行”玩出新花样

农资服务是供销社的主责主业之一，而如今的
供销社，把这项“老本行”玩出了新花样。位于即墨
区移风店镇的国际种都农资服务中心为农民提供了
从化肥、农药到农用地膜等多种农业生产资料，并结
合技术服务，如测土配方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咨询，提
升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

特别是心连心智能配肥站，通过精准测土为农
户制定个性化的配肥方案，确保土壤营养的科学合
理搭配，帮助农户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

“自己购买化肥、农药成本高，也不知道效果怎
么样。在合作社买农资，价格比市面上便宜，还有专
家指导，真是方便又省心。”今年雨水频繁、病虫害
多发，供销社提供的农资服务让移风店镇种粮大户
袁玉训吃下了定心丸。“今年在供销社与专家的帮
助下，我家 200 亩地，平均每亩产量 1300-1400 斤，
较去年提高了 10%-15%。”目前，即墨区打造“供销
直供”模式，依托青岛恒华农资和新成立的农资服
务中心，大力推广“青供”“即供”等品牌农资和测土
配方施肥，上半年累计供应化肥5000余吨，满足农民
农业生产需求，成为了农民增产增收的坚实后盾。

“供销社工作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作为即墨
供销人，我们将坚守为农之志，全力以赴振兴供
销事业，敢闯敢试蹚出‘新路子’，竭力把供销合
作社打造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党和
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挑起新时代

‘供销新扁担’。”即墨区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主
任梅良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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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重出江湖”
蹚蹚出发展“新路子”
精准赋能乡村振兴 开民宿、整合零散农产品资源打造品牌

对于许多 90 后
甚至 00 后而言，供
销社是个遥远甚至
有些陌生的词汇。
然而在计划经济时
期，供销社却是社会
经济生活的中心，人
们凭票证到供销社
购买吃穿用住各种
商品。伴随着市场
经济时代的到来，人
们可以凭借货币在
市场上自由买卖，供
销社逐渐式微，退出
舞台中央。尽管如
此，供销社依然以自
己的方式推动社会
的发展，开办民宿、
快递驿站、连锁商店
……供销社又重新
活跃在人们的视野
中，蹚出了一条发展
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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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人家”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