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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暂停键按下，曾让游客念念不忘的无锡美食，通
过各路电商发力外销。新环境造就新格局，“无锡味道”香
飘千里挡不住。

近年来，手机变成新农具，
直播变成新农活，数据变成新
农资，宜兴越来越多的新农人
加入了直播行列，变身“带货主
播”，在田间地头为自家农产品

“吆喝”，唱响了“互联网+农产
品”的售卖新模式之歌，进一步
打开了农产品增收的新渠道。
凭借这波势头，宜兴市依靠茶
和新鲜百合的强劲销售，位列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和阿
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农产品
数字化百强县”，乾红早春茶就
是个中翘楚。

“3号链接的黑金锅巴已经
上架了，搭配着我们1号链接
醇和甘甜的小柑红喝，简直绝
绝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每
天下午 1点半，乾红的“茶二
代”李镒嘉都会早早来到微信
视频号“老李叔说茶”的直播
间，卖力吆喝自家的农产品，向
粉丝讲解宜兴文化、展示乡村
风貌。最开始尝试时，每天销
售额仅有几百元，后来直播间
里“忠实茶粉”越来越多，有位
北京的“忠粉”2个月的时间在
她的直播间一共下了 50 多
单。同时，直播的整体销售额
也迅速攀升，去年 11 月销售
额近10万元。仅通过两个月
的直播，她的平台账号就累积
了近 1 万粉丝。2021 年“双
十一”期间，她参加了无锡青年
助力乡村振兴网络直播大赛，

吸引了近30万人次收看，销售
额近10万元，将宜兴的茶叶、
乌米饭等农副产品卖到了全国
各地。

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无锡
市2021年网络零售额首次超
过 10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2%，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其中，全市农产品电商实
现网络销售28.9亿元，同比增
长15%。阳山水蜜桃、大浮醉
李、马山杨梅、杨氏草莓、宜兴
紫砂壶和红茶等农副产品网上
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无锡味
道”声名鹊起。本土电商平台

“朝阳到家”通过无锡惠民消
费券消费和直播电商活动，继
续扩大客户和在线交易量；

“华泽微福”结对帮扶青海、新
疆、陕西等优特产品，平台实
现在线交易额1.84亿元，同比
增长5.63%；惠山区开展的水
蜜桃数字采摘节，带动阳山镇
全民创业。如今，无锡农产品
在电商平台的流量扶持下走上
了基地化和电商化发展道路，
日渐实现品牌化、多元化、标准
化发展。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无锡美食的电商发展还有
更多潜力可挖，商家可通过阿
里巴巴、京东、抖音等知名电商
平台的项目合作、流量扶持等
方式，加快我市农产品数字化
转型。 （晚报记者 天易）

电商鹊起，“无锡味道”香飘千里

无锡美食最早触“电”的还要
数三凤桥、王兴记这样的老字号实
力派商家。“三凤桥”目前生产新
鲜、真空包装、保鲜包装三大熟食
系列共200多个品种，行销全国二
十多个大中城市。三凤桥酱排骨
烹制工艺已被列为首批江苏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成为了江南吴
地间的美食代表。早在2012年，
三凤桥就成立了电子商务部，先后
开通外卖、抖音、直播等，利用不同
的营销方式将美食对外推介。今
年礼品销售虽然差强人意，但散客
订单却蹭蹭上涨。“上海方向还积
压着两万多份订单待发呢。”三凤
桥市场总监张健说，特殊的市场环
境造就了新的销售局面，外卖订单
增长了20%，青海、西藏等地的订
单也不少。同时外向型保供订单
也增长明显，酱排骨、肉面筋、鸡爪
等都是畅销品种。

王兴记的电商网络遍及淘宝、
京东、微信小程序等众多渠道，口
碑小笼包“吃”遍天下“一招鲜”。

“外地客人对小笼包很想念，最近
的一笔上海
订单 3 万只
一送。”王兴
记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沈
国清说，去
年5月份，王
兴记电商销
售额就达到
了近 300 万
元，今年因
为物流原因
未实现这样
的业绩，但囤积的订单量更多了，
显示外地客人的需求急剧上涨。
江浙沪、安徽、陕西、重庆、哈尔滨
……王兴记的配送区域已是全国
达。鲜肉小笼包通过顺丰冷链包
装和运输，使用泡沫箱加上大号冰
袋发货，可以使小笼包处于一个相
当于冰箱冷藏的环境中，5天内不
会影响到肉质。沈国清毫不讳言，
电商销售已占据整体销售的40%。

能让外地客饱口福的，不仅有传统无锡
味，龙虾、醉蟹这类时令美食，如今也是声名
在外，四方同尝。

5月份开始，锡城龙虾飘香，销售进入旺
季，也是古罗马龙虾的“奔波季”。“龙虾一上
市，订单就来了，同城电话预订、微信小程序
下单，甚至外地老客户也第一时间要求快递
出货，3月份就掀起了销售小高潮，现在已是
旺季时节。”古罗马大酒店副总经理谢雄说，
酒店从2004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成功举办了
17届龙虾节，从“十三香”开始，再到“冰镇”

“秘汁”等，酒店已经累积了11种龙虾口味，扛
鼎品牌龙虾十多年，成就了“吃龙虾到古罗
马”的市场美名。无法到店品尝的外地客人
开启了线上下单模式，龙虾外送增长 35-
40%，其中外地客单约占三分之一，这一占比
仍在不断攀升中。“最远能送到哪？如今海
南、哈尔滨都不算远了，还有美国客人直接让
人带货过去的！”

都说“虾蟹不分家”，无锡卖家的确不分，
龙虾四方走，醉蟹也跟进。2015年-2016年，
太湖醉蟹的外卖生意悄然兴起，一时间，醉蟹
微商成为当季“网红”。无锡餐饮烹饪行业协
会秘书长葛金磊曾估算，按市场倒推，无锡醉
蟹餐饮消费的年产值至少有4亿元，“走出去”

的无锡醉蟹也不在少
量。“往年曾吃过的游客
进行快递回购。通常这
样的游客每年都会定期
回购，成为醉蟹的基础
客源。‘无锡醉蟹’已成
为非醉蟹产地的自食和
送礼佳品。”欢喜龙虾老
板周庆说，去年中秋节
前后，他们就售出五千
多只醉蟹，12个工人每
天纯手工制作。而今年
的醉蟹外售，业内均充

满期待。无锡太湖醉蟹产业联盟主席朱佶熠
表示，当下锡城制作醉蟹的餐饮店都经营得
很好，顾客忠诚度与复购率高，且形成了“老
带新”的涟漪之势，无锡太湖醉蟹的名气越
来越大，不少人由醉蟹而更了解无锡这座城
市，真空包装顺丰冷链外售四方都已是常规
操作。此外，除了醉蟹成品，周边产品也已
开始走向市场，如醉汁调味品就已成功打开
全国市场，“在电商平台和短视频等新技术加
持下，更多人通过认可醉蟹而向往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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