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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5期 安徽财富地理
财 富 影 响 人 生

安徽的“互联网+”时代已经扑面而来。这个“五一”小长假，不少市民都会有
这样的感受，出门即使忘带钱包也不能忘带手机，因为普通的消费模式已经发生
巨大改变，一个手机就能将吃、住、购、行全部搞定。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企业的
互联网转型已走向深入。那么，到底什么是企业的“互联网+”？安徽的“互联
网+”企业有哪些？本期财富地理试图寻找答案。

在未来的餐桌上，你所吃的一碗饭，在移动客户端都可以了解它从田间地头
到餐桌的全过程。而在未来的智慧社区中，不是所有费用网络上交这么简单，而
是你可以私人订制属于家庭的商品和服务，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柴、米、油、盐、
酱、醋、茶”开门七件事。

安徽“互联网+”进行时：
重新构造市场供需结构
进社区手机能刷门禁卡 买袋米原产地田里去挑选

记者 任金如 张华玮

作为安徽起步较早的物联网企业，

“互联网+”对于朗坤物联网意味着什

么？4月29日，当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

者拜访位于高新区天柱路的朗坤物联网公司

时，其产品中心总经理郑勇描述了这样一个场

景，在完成“政务+商务+农务+智库”全产业链

服务模式的组建之后，任何一家接入朗坤云平台

的企业或者农场主，通过使用权限和身份认证之

后，都能在其私人订制的页面上看到属于你的管理系

统。假设你种植茶叶，就能每天在手机上查看茶园的

土壤状况、气温等等，同时可以查看农资信息、市场资

讯，进行网上批量销售，更重要的是，企业主可以通过互联

网得到专家的远程支持协助。

过去：搭建政务、商务平台

“互联网+”并不是今天所特有的，在郑勇的口中，给予了“互联

网+”定义——“大、物、云、移”。所谓大，就是大数据；物，指的就是物

联网；云，就是云计算；移，就是终端设备的移动化。

朗坤物联网已经通过各种传感技术在农业中完成大数据的积累和应

用。例如，朗坤会帮助各地政府搭建农业种植物的监测管理系统，定期收集和

整理外部环境（包括水、土壤、气温等）和苗情的一系列数据，为政府决策做参

考。每年是否农作物会减少，减少大约是多少，以前需要老农民或者农技人员

凭借经验作出判断，现在依据各种数值就能选择合适的农作物进行种植。

当然，积累的数据不可能做到非常精准的预测，今年什么地区的水稻亩

产能达到896.45公斤，这种精确数据毫无意义，郑勇说，朗坤物联网基于大

数据提供给政府的是农作物减产或者增产的百分比是多少，然后帮助农民

来重新调配农作物的种植。朗坤现在已经和全国许多地区的政府机构一起

在做这种农业服务。

一些大的农业企业，也因为这项应用而受惠。明光市永言水产集团是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农投企业，“水产精细化养殖系统的应用节省了人力，

现在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就可以看到养殖基地的情况，查看池塘里的溶解氧、

PH等数据，池塘里的溶解氧数值低了，系统会有提示，在手机上按键就能打

开微孔增氧机，还可以远程投料。以前养螃蟹都是靠经验，现在靠数字养

殖。”永言水产的祁总说。

现在：打通农业产业链“最后一公里”

但不是每个行业和领域都会适合“互联网+”企业的深入，郑勇说，前几

天刚从北京参加中国智慧城市论坛就有个感受，与会的两百多家企业中，大

企业比比皆是，其中包括东华科技、万达信息，都在探讨着一个话题“智慧城

市如何构筑”，但是涉足于农业物联网的与会企业只有朗坤一家。所谓的智

慧概念，如智慧环保、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铺天盖地，但是有些领域（如农

业）没有足够地了解行业，就无法长期在互联网上运营该行业。

朗坤

物联网从五

年前就关注与

农业和物联网技术，

以及 两 者 之 间 的 结 合

点，朗坤现在或者说未来要

做的是农业产业服务生态链的闭

合，完成“商务”、“智库”两个平台的建

设和运营，郑勇说，希望未来能为用户提供软

硬一体化服务。

朗坤不是阿里巴巴或者腾讯那样的公司，面对的用户群

肯定不一样。朗坤服务的是政府、大的农业企业和农场主，而非消

费者。现在大规模土地流转，已经为大农场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郑勇

说，朗坤就是要帮助这样的一批人去做都市生态旅游农业等项目，通过物联

网为他们的农业生产增产增效。这些服务不是城市居民能够直接感受到

的，但他们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未来，任何一家农业企业或者农场主接入朗坤的云平台，就能在电脑

或者手机上完成农作物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环节，得到农业专家的远程支

持，而市民则可以选择这些有食物安全保证的企业，进行产品购买，哪怕一

粒米的“前世今生”都可以在物联网上查询。

安徽朗坤物联网有限公司
标签：安徽BOSS级“互联网+”企业

分类：智慧农业

模式：农业从生产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

21世纪，要么电子商务，要么无商可务。日前，如果不是这块

显著标志的“路牌”，在瓢泼大雨中，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差点找不到合肥（蜀山）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三期）的位置。

坐落于三期二幢的合肥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

两年多以来，已经发挥了作为北京联拓天际集团“承东启

西”的中部运营中心的作用，将智慧旅游项目拓展到了江

浙沪鄂湘，联拓天际集团副总裁、合肥联拓天际总经理

杨锐介绍。

过去：从票务到旅游的“升级”

令记者非常惊讶的是，时下最热门的词汇“互

联网+”在杨锐的眼中，与“互联网思维”有很大

区别。“无论互联网+概念，还是所谓的互联

网思维，都只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为大家

所接受的热门词汇而已”，杨锐说，“互联

网+”利用互联网这种形式来整合各

种资源，并不见得停留在一个行

业或者领域，将多个行业整合

到一起，做“跨界整合”也

是一种玩法，也就是说

“羊毛出在猪身上，

让狗来埋单”。

联拓天际

在互联

网

上卖飞机票、火车票，其实也是旅游的一个分支，但是最早公司的定

位不是机票这一个业务，而是要做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平台，旅游只是

其中的一块业务，还有金融等其他业务，杨锐说。

联拓天际最早推出的是B2B业务——51book旅游分销平台，

将机票行业的上下游公司，如航空公司、机票批发代理商、旅行社、

酒店商务中心等整合到一个平台上，进行生意的接洽和对接。

51book旅游分销平台成立至今，已经累积了六百多家供应商（包

括航空公司），有30多万的采购商，也就是旅行社等零售端、分销

商。“从做机票、火车票到酒店这些单个旅游的元素，再到现在的智

慧旅游，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这是一种必然的产品升级转化的过

程。”杨锐说。

现在：平台上“钱生钱”延伸服务

有了之前客户资源的累积基础，现在做“互联网+”，可以延伸

的服务就很多了，杨锐介绍，金融业务分拆在旅游行业里应用广

泛。怎么做呢？举个例子，机票是旅游所有费用中最贵的一个元

素，旅游费用中的60%都是机票的钱，这也意味着旅行社在操作方

面需要大笔资金，因为新开一条直航航线，首先要到航空公司包

机、给钱，然后才能将包机拆分成机位卖给客户。

这时候联拓天际的商机，就在于可以给旅行社提供资金解决

方案，根据它之前在联拓天际平台上的交易纪录，给它无抵押授信

资金，唯一的条件是包机这个旅游产品只能在联拓天际的平台上

进行销售，杨锐说。对于小旅行社也成立，如果它接收了一批客

人，需要先垫付上游公司机票钱，也能根据其交易纪录，取得授信

资金，当然，这只是虚拟货币，在平台上可以购买相应的旅游产品。

当然，不是所有的新客户都可以享受这种金融支持。在旅行

社接入联拓天际平台的那一刻，就必须上传企业的营业执照和

旅游资质，确认交易权限，有超过1年以上交易纪录的企

业，才能享受这种金融支持，基于交易纪录的数据

模型的筛选，已经能确保每个享受金融服务

支持的是优质客户了，杨锐说。

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标签：从互联网到“互联网+”升级企业

分类：智慧旅游

模式：旅游+金融+…+互联网的跨界整合

代表企业一
代表企业二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