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如今的白牛村甚是热闹，剥山核桃的机器轰轰做鸣，分拣打

包的工人动作麻利，物流车辆在村间来回穿梭……这里的一切都

充满着活力。但以前的白牛村和其他很多山村一样，人口结构老

龄化严重，村里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

而现在，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年轻人纷纷归来。在近 500 人

的电商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占到了 80%。他们用

全新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方式，投身白牛坚果产业发展。

除了本村年轻人的自然回归，白牛村还实施“电商伙伴计

划”，与浙江农林大学合作，建立农村电子商务教学实践基地，开

展大学生与农村网店经营户结对活动，强化白牛村“淘宝店”发展

的人才支撑。目前，全村 68 家网店已与大学生实现“一对一”的服

务、实践结对。

现在的白牛村，仍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

近两年，临安坚果电商在线上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同质化、压

价竞争、以次充好……致使“淘宝掌柜”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怎么留住顾客，是许兴自己要想，也是要替全村的电商户想的问

题。

“我们已经在规划白牛电商小镇了。小镇建成后将覆盖整个

昌化地区。我们将利用电商小镇，发展其他产业，比如旅游观光、

农产品等，借着新零售的东风，做线上交易线下体验的尝试，目前

已经有投资方在洽谈了。许兴激动的说。

当今时代，互联网创业正在为振兴乡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

动力。而在新的领域，改造升级后的农村电网和优质的供电服务

犹如“电力引擎”，让农村电商遍地开花，也让乡亲们跟上时代的

步伐，走上幸福路。

呀。”许兴介绍，传统的加工方式，会产生大量的废水，使得车间内

污水四溢，环境脏乱差。使用流水线作业之后，干净整洁的生产环

境让他顺利拿到了 QS 证。

“以前我们都是用炭火的，对山林植被破坏很大，更重要的是

山核桃品质不好掌控。这几年都逐步换成了电的设备，整个生产

过程就更规范，品质稳定了，品牌就好做了。现在白牛、龙岗 200
多家炒货厂都通过了 QS 认证。”

山核桃要提高知名度，创立品牌，最主要还是靠山核桃仁的

加工。这是许兴这几年的深刻体会。

前几年都是依靠传统方式加工山核桃，人工剥壳，一个熟练

工一天最多剥 3、4 斤仁，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为了增加新品种，扩大销路，2014 年，许兴引进了白牛村第一

套山核桃全自动脱壳机，一天 8 小时就可以生产出 1000 斤仁，相

当于 200 多个工人一天的产量。

“现在买山核桃仁的人多了，大约 70%的买家都愿意买脱掉

壳的山核桃仁。”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山核桃资源来创造更

高的经济价值，许兴四处奔走，改良订制了一套山核桃脱壳专用

设备。有了这套设备的“大力支持”，许兴的生意是越做越顺手。

2016 年，许兴网店的销售额已达到 5000 万元，销售利润在 200 万

元以上。现在，许兴的淘宝店已经有了三颗金皇冠，也有了“杭果”

这个品牌，厂房面积达 1000 多平方米，有 20 名员工。他对未来的

设想已不单是多赚钱，他希望能把自己的品牌做大做响。

脱壳机一登场，就在白牛村引发了一阵轰动，毕竟仁的价格

是山核桃的 2、3 倍。因为受到产量限制，一直供不应求。此后两年

时间，白牛村就有了十几台脱壳机。

白牛村商户的经营情况一直是供电公司关注的焦点。负责这

一片区的童师傅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所里汇报。浙江杭州市

临安区供电公司利用夏季生产销售淡季，投入 120 万元，布点增

容改造白牛村附近的 6 个台区，新增容量 2400 千伏安。

电商交易一刻离不开电。事实上，不仅是改造和维护线路，如

今，供电公司还会对村里的电商分布、业务、用电情况调查，建立

电子商务信息服务档案，与政府建立联系沟通机制，开展电力线

路红外线测温服务，帮助电商企业化解用电难题；对电商企业较

集中区域的供电线路进行有序梳理，确保供电安全可靠。

四十年前，白牛村和其他千万个山村没有什么区别，人们

靠着山林的恩赐，安静地过着的日子。谁也没有想到，四十年

后的今天，白牛翻身成了“神牛”，成为“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第

一村”，靠着网络销售成功让村民脱贫致富。2015 年 1 月 20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视察白

牛村。当时，他们走进了一家山核桃生产、销售厂家，听“淘小

二”许兴的创业故事。

随着淘宝订单的不断增加，客户对山核桃的产量和质量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依靠之前去镇上的土特产批发部拿货已供不应

求。网店经常会出现断货，限量购买的情况。眼巴巴的看着订单，

没法发货，客户流失，“这开网店最怕的就是货源不稳定，刚刚打

出品牌，得到客户认可，不能因为缺货就砸了自己的招牌呀！”许

兴急的团团转。

“为啥不自己加工呢？”妻子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2008 年，

在经过一番市场考察之后，许兴购置了电锅炉、打包机一整套现

代化炒货设备，可正准备大干一场的他在调试设备时却傻了眼

……

原来，炒货厂通过 200 多米长的低压线路从村里的配电变压

器上接电，照明是没什么问题。可新购置的机器设备总功率达到

了 23 千瓦，仅一台电锅炉就有 12 千瓦。电压太低，机器一打开根

本转不动。

“这什么时候才能让机器转起来呀？”许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立即向供电公司求助。

许兴：童师傅，我这个炒货厂电不够用，机器转不起来，该咋

办呢。

童师傅：你这机器功率大，必须重新拉根线，得先申请报装。

很快，供电公司受理了许兴的用电申请，并派人到他炒货厂

现场勘查，安排为他拉了专线、更换电表。

电供足了，机器就“嗡嗡”地运转起来，炒货厂逐渐步入了正

规。

新的增收方式出现，让村民看到了新希望，很多人纷纷加入

这个行列。随着“农村电商”之风在全村蔓延，几年时间白牛村的

“淘宝店”就从 5 家增加到了 68 家，更是涌现出了一批农村创业

标杆和规模网店。

久而久之，新的问题又来了，村里的变压器容量不够用了。

许兴：不是已经拉了专线了吗？怎么还是会跳闸?
童师傅：看大家山核桃生意这么火，用电量增长太快，线路支

撑不住了。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在着手解决了。

没过多久，供电公司在白牛村开展了大规模农网改造。

从 20 世纪初起，白牛村从只有两台 50 千伏安的公共变压

器，到现在 8 台 400 千伏变压器，从 6 米木头电杆到 12 米标准水

泥杆再到电缆入地，以白牛为代表的临安农村电网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目前临安区域内 298 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电气化”，设备

水平、户均容量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供电可靠性达到了 99.93%。为

白牛提供主电源的龙岗变电站也从 35 千伏升级到 110 千伏，为

临安电商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电力保障。

有了充足可靠的供电，白牛村的商户再也不担心电不够用的

问题了。现在，白牛村每月的用电量 16.6 万千瓦时。

趁着夏季这一山核桃生产销售淡季，电力人在闷热的配电房

内开展新设备的安装工作。

这几年，许兴和大伙的炒货厂从没停过电，白牛村也从一个

山核桃种植面积只占到临安全区总种植面积的 0.1%的村庄，变成

了一个山核桃的“网络销售总部”。

白牛“网”事

“以前所有的环节都是人工操作的，产量比较低。光是水煮这

一环，就需要在大铁锅里煮上整整一个晚上，才能去除山核桃的

涩味。不仅柴火要烧掉一担，还要有人盯着，搅拌一下保证受热均

匀。”许兴回忆起小时候，母亲在灶头旁忙活好几天，才能吃到香

脆可口的山核桃。

“我们现在用蒸汽来蒸，5、6 个小时就能达到水煮十几个小时

的效果，产生的废水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废水直接通过管道

排放到净化池，设备净化之后再排出去。要赚钱，也要保护环境

在浙江临安西部的山区，有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名叫白

牛。传说当年朱元璋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其中就有一头白牛。

这头牛来头不小，是一头仙牛，因犯了错被贬下凡。后来这头白

牛逃了出来，到了白牛村，甩掉了耕地用的犁，钻入河底，要用

千年的稻草丢到桥下水里，白牛才会现身。

许兴是土生土长的白牛村人。小时候，山核桃在他眼中，

只是个解解馋的零嘴，不值几个钱。“我们小时候，外地人都不

认识山核桃，所以村里人就自己炒一点，过年过节的时候和花

生、瓜子一起凑个果盘。”而如今，这曾经不值钱的“零嘴”山核

桃身价从几分钱涨到了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一斤，成为了临安

的一张金名片。

回首十一年前，刚刚试水淘宝的许兴压根也没有想到，日

后会成为电商大户。以前，许兴一家一直靠收山核桃为生，一

斤山核桃最多赚一块钱，做的是没啥技术含量的“二道贩子”，

一家五口人一年收入才 2 万元左右，直到 2007 年才有了转

机。

2007 年的一天，许兴去镇上办事，无意中发现刚刚大学

毕业的表弟一边帮父母守着山核桃特产店，一边利用闲暇时

间开了个淘宝店，卖卖山核桃。这 5 块、10 块的，一单一单下

来，一年也能赚上好几万元呢。

回家后，他一直琢磨这个事情，想着动动鼠标，捣鼓捣鼓

电脑、发发货，这也能做生意？许兴心动了。说干就干，随后，他

买了一台价值 4000 多元的台式电脑，付了 2000 元的网费，参

照表弟的做法，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淘宝店，就此搏一把。

最难的事，是不会操作电脑。许兴和妻子文化程度不高，

初中毕业。对网店一窍不通，没有专业的培训，只能自己摸索，

因为不会“美图”，店里的山核桃照片都带着“原生态”的印记。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意，就在网店上线的第二天，一个湖

州的客户就在店里买了 1.5 公斤手剥山核桃，这是他在电商

生涯中吃到的第一口鲜美“蟹肉”。

开店早期，许兴都是开着面包车，和妻子去临安昌化镇的

土特产批发部拿货。最初心里没底，所以不敢多拿，一共 10 款

商品，一次只拿 100 斤左右的山核桃产品，一款商品只备几天

的货。

而真正给许兴带来强大信心的是同年年底，一个公司在

旺旺上向他订下了一个一万多元的大单子，那一刻的他有点

不敢相信，当初开店成本只用了 6000 元，现在一个单子就把

本赚回还翻了好几倍，半年不到，网店就给他带来了近 10 万

元的收入。

2008 年生意开始好起来，淡季一天能有 10 个订单，旺季

一天有 100 多个订单，这一年，销售额达到了 150 多万。那时，

村里只有许兴、他表弟和表妹三个网商。

许兴成了村民们电商创业的“模范生”，一些村民开始学

着他在淘宝上开店。

2015年 1月 20日，许兴（右二）为时任副总理的汪洋（右

三）、马云（右一）讲解自家山核桃网店经营情况。

2003年，白牛村两位老人烘着炭火，正在看电视。

许兴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请了十几位客服负责电商
平台上的咨询和接单工作。

2007年，国网临安市供电公司将原有的 35千伏龙岗变升
级为 110千伏变电站，为白牛村的腾飞插上电力翅膀。

传统加工工艺，需要用大铁锅煮十几个小时，去除山核桃的涩味。

国网杭州市临安区供电公司成立了电力党员服务队，定
期对白牛村用电线路和设备进行检查。

农村电商“模范生”打好“白牛”金名片

设备不转 电不够用 有人帮忙来接电

深加工 创品牌 电力引擎强助力

淘宝村到电商小镇 网红白牛下大棋

古老的山村焕发出别样的新活力。

国网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供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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