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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学习笔、智能台灯、电子单词卡……

800 多个“团长”的“团长”

职业女性榜样榜样

赵
洁
：
﹃90

后
﹄
团
长
想
成
为
让
女
儿
骄
傲
的
妈
妈

在线教育巨头，奔赴硬件新战场

■ 李蕾

距离“双减”政策的正式实施已经过去了
近300天，曾经的在线教育公司悄然中实施着
业务转型。

4月20日，作业帮宣布推出喵喵机学习
打印机F1，正式进军打印机市场。不仅是作业
帮，去年下半年以来，无论是曾经的在线教育
巨头还是各家大厂，在教育硬件领域都做了诸
多布局。一个新的“战场”已经形成，能托起曾
经“巨头们”的转型梦吗？

教育硬件产品迎来发展机会

去年底以来，作业帮在教育硬件上动作频

频。先是推出了学习笔、学习灯等多款产品，
不久之前百元智能硬件喵喵机电子单词卡面
世，切入单词学习市场，近日又直接宣布推出
喵喵机学习打印机F1，正式进军打印机市场。

该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打印的业务
条线在作业帮内部一直存在，整个硬件业务包
括产品研发、供应链、营销、客服、销售等，核心
团队超过80%都来自一线大厂，并且多年来在
供应链能力和合作伙伴方面也有了积累。“我
们最大的特点还是多年累积的数据优势、内容
优势，以及对于用户的洞察和理解。”上述负责
人表示。

而在这些新业务背后，在线教育的大船，
正在调转航向。

菲菲（化名）的女儿今年读小学四年级。
女儿小时候菲菲就给她买了故事机、点读机、
智能手表，随着孩子的成长又购入了学习机、
智能平板、错题打印机。动辄几千元的产品，
她买起来毫不手软。“双减”政策正式实施后，
菲菲发现对于教育硬件的需求似乎更大了，最
近正在为女儿挑选一款智能学习灯。

在多鲸资本合伙人姚玉飞看来，“双减”之
后被空缺出来的市场，以及很多家长的竞争意
识，给了教育智能硬件产品空间和土壤，也是
这个市场快速发展的首要原因。

其次，虽然所有传播介质都在电子化，但
教育部“五项管理”中要求强化中小学生的手
机等管理，替代产品如学习台灯等应运而生。

第三，国内教育科技水平的领先也是支持
智能硬件产品发展的必要条件，多项技术集成
下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教育智能硬件产品。

除此之外，过去几年有一些爆款的教育硬
件产品实现了不错的收入增长，对于大量需要
融资的教育类企业和有一定增长压力的泛教
育类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双减”之后
很多教学机构自身也需要一定的替代产品和
新方向。

另一位沪上投资人士也表示，“双减”给校
外培训行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但家长对优
质教育的需求并未减少，教育硬件产品迎来了
一波发展机会。

教育硬件新“战场”

在硬件上下足功夫的不止作业帮。就在
一个月之前，好未来对外宣布最新转型进展，

进入二次创业阶段，科技服务、智能硬件以及
生命科学等非教育培训业务将是其未来重点
业务。与此同时，这家曾经的在线教育龙头公
司陆续成立多家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开
发、技术服务、智能硬件等多个领域。

另一家巨头猿辅导去年也开始行动，旗下
多个教育品牌密集推出教育智能硬件，产品形
态已多样化，包括斑马的逻辑思维学习机、AI
指读机，小猿搜题的A4打印机、智能练习本等。

在不少行业人士眼里，过去教育硬件通
常被在线教育企业视为一个低成本获客的流
量入口。彼时，一些发力早的企业已经通过布
局智能硬件而获得了红利，例如字节跳动旗下
大力教育率先推出的智能学习灯、作业帮的错
题打印机喵喵机等，都在各自的细分领域成为
代表性产品。

而在“双减”政策落地后，硬件产品的角
色已经不止如此，而是肩负着各家在线教育巨
头转型“急先锋”的任务。上述作业帮相关业
务负责人也表示，未来的硬件业务会有更大想
象空间。

除了教育类企业，这个市场中还有以步步
高、读书郎等为代表的传统硬件厂商，以及以字
节跳动、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等多方“势
力”。随着教育硬件行业的快速发展和产品的
多样化，各家公司之间的竞争也日渐白热化。

优质内容或成竞争关键点

教育硬件是一门赚钱的生意吗？或许可
以先来看几个数据。

科大讯飞2021年年报显示，在其主营业

务中，毛利率最高的是教育产品和服务，可以
达到51.66%，并且占主营业务的比重还在持
续提升，其对提振公司整体营收起到了重要作
用。

而另一家上市公司网易有道的财报数据
也表明，智能学习硬件已经成为该公司现阶段
业务转型的一大重心。2021年四季度，网易
有道智能硬件净收入同比增长33.9%、达到
3.18亿元。

姚玉飞分析称，硬件产品有一个递减效应，
出货量越大时成本越低。“据我了解，普遍毛利率
在50%~70%。”而这一毛利率，已经与很多在线
教育企业K12产品的水平不相上下。也正因如
此，无论是从未来业务方向还是利润空间上来
看，教育硬件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智能硬件是否能扛起在线教育巨头
转型的大旗，姚玉飞坦言，目前聊这个问题还
为时过早。“转型肯定很难，可以看到目前大家
都在积极探索中。”

在这个日趋拥挤的赛道里，谁会成为跑得
最快的那一个？

《2022中国教育智能硬件行业报告》指
出，K12教育智能硬件是一个内容、软件、硬件
三方协同的业务生态。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
网的商业逻辑下，教育智能硬件的盈利点逐渐
从硬件本身向配套内容和增值服务延伸。

也有资深行业人士表示，硬件从本质上说
是渠道的生意，品牌差异性并不大，硬件产品
的核心问题还在于内容与用户黏性。换句话
说，是否具备优质内容，或将成为未来脱颖而
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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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丁秀伟

■ 李名耕

“其实心里很矛盾，虽然很
多次几近崩溃地在团购群里跟
居民们说，‘不要找我团购了，我
不要当团长了’。但是当大家真
的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是会站出
来。”

她叫赵洁，是一位居住在上
海富力十号小区的“90后”，也
是一位4岁孩子的母亲。疫情
期间，在公司从事人力资源工作
的她在社区成了“大白”志愿者、
小区团购群的团长。从社区封
控到现在，她已经坚守了近一个
月的时间。

当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找到她时，她觉得自己做的这点
小事不值得被宣传，她说：“做这
项工作更多的还是要感谢我身
边的邻居，他们一直很支持我，
也会在背后帮助我。”

用开放的心态，应对疲
惫和困难

3月 20日，赵洁家所在的
小区因疫情而被突然封控，往常
的菜市场和购物APP都已无法
解决食品的供应问题。面对居
民陷入“菜荒”的困境，赵洁想起
之前认识的一家水果店还有蔬
菜供应。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赵
洁与店老板沟通，得到的回应
是：“配送可以，但得有量，需要
团购。”

于是，赵洁建群，三百多居
民的小区当天就挤进来100多
人，最初情况有些混乱，群里有

问怎么下单的、有问怎么接龙
的、有问有没有其他食品的……
赵洁说：“真的太累了，比我上班
还要累。”

第一次团购大概只团了三
十几份蔬菜、十几份水果，随着
次数越来越多，成团率越来越
高，赵洁自身的优势愈发凸显出
来——山东姑娘骨子里就带着
一股豪爽劲儿，大学时代有过当
学生干部的经验，本身具备一定
的抗压能力。

压力和困难除了来自团购
管理工作本身的复杂程度，还来
自一些居民的怨气。“一些居民
后来有了改善生活质量的想法，
他们想买面包、咖啡、可乐之类
的东西，但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好
消杀，所以不敢开此类团，由此
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在
此过程中，赵洁说，之所以能克
服负能量的伤害，靠的是旁人的
鼓励和自身的毅力，平和的心态
以及坚强的性格。

用心的志愿服务，收获
邻里的信任

富力十号小区一直保持着
较高的成团率，200份起送的面
粉和120份起送的米，基本上半
天就能成团，而300人的小区一
半以上都由赵洁在群里安排拼
团。

最多的一次，赵洁的群一次
成交了100多份矿泉水，80多
份的蔬菜，50多份的水果以及
40盒鸡蛋。

记者问，“做到这么高的成
团率，您认为作为团长最重要
的经验是什么？”“信任，我要相
信身边的人，同样也需要别人
信任。”为了避嫌，所有的钱都
不经过赵洁的手，她也都会留
存转账记录；为了方便邻居们
对于团购规则的理解，赵洁会
做一份详细的群公告以供居民
阅读；做志愿者时没法回答居
民提问，先生会做她的小助手，
在家里帮着答疑解惑；为了防
止因天气变热蔬菜坏掉，赵洁
会与快递公司沟通，把运货时
间定在某一时间段内。

换作平时，赵洁会像一个普
通妈妈一样，上班、下班、带孩
子、照顾三口之家，而疫情的到
来打破了原有的平静。

“身边的人会问我，为什么
不待在家，而是让先生带孩子、
自己出来做志愿者服务、做团
长？我回答，因为我想做一个让
女儿骄傲的妈妈。”赵洁说，希望
女儿长大以后，也可以像自己一
样做一个乐于奉献的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李雪婷

崔丽丽是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
理与工程学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
长、研究员，也是上海市网购商会的专
家。专注于电子商务与数字化创新研
究的她在此次上海疫情期间，与上海
市网购商会核心成员一起,组织建立
了公益“疫情互助买菜”微信群，不仅
帮助本社区居民组织团购，缓解物资
供应困难，还同时帮助超过148个社
区，成为800多个社区团长的“团长”。

紧急成团，抱团取暖

3月底，上海浦东新区已经因疫
情被封控了几天，崔丽丽和几个朋友
接到了来自浦东新区5000多份蔬菜
的需求，当时他们刚好有上海以及浙
江平湖蔬菜供应基地的资源，所以她
与上海市网购商会核心成员一起建
立了公益微信群，并简单做好了分
工。“最初汇集的主要是我们自己及
身边人的需求，拉群之后，需求逐渐
就来了。”

此时，崔丽丽通过她个人和行业
组织在日常工作中建立的供应商链
接，一方面帮助农业生产基地对接更
多社区，另一方面从各个领域聚拢生
活物资缺乏的社区志愿者“团长”（团
购组织者）。“在电商平台不能正常运
转的时候，我们同一社区的居民就需
要抱团取暖，大家共同需要的菜、米、
鸡蛋是多少，大概30~50单左右集合
成一单，才能和上游的供货商联系产
生订货的需要，这段时间上海市民家
中的购物需求基本上是通过这种协作
消费的方式进行的。”究其原因主要是
还在运行的零售链路无法满足巨大的
需求，于是许多具备自有运力的中间
供货商开始承接社区集合订购需求。

最初团购群里采用群接龙的方
式，500个人的群很快就满了，又拉了
团购2群。随着时间的推移，入群的
团长越来越多，崔丽丽又引入了在线
文档的工具，不同社区的团长可以同
时在线编辑修改，这样的做法也被团
长借鉴使用。4月8日以后，团队开始
采用问卷星小程序，因为问卷星随时
可以预订，拉清单更清晰，对团长信息
也是一个保护。

崔丽丽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这些网络工具的使用不仅仅给我
们提供了网上登记的便利，最重要的

是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工作思路，社
区里团购的统计以及其他表单的刊发
也都一并完成了。”

对产品溯源、细节协调，丝毫
不敢放松

这段时间，崔丽丽从早7点到晚
12点几乎眼睛不离屏幕，“始终要有
应答，因为有太多的细节问题需要处
理解决：核对基地的送货情况，帮助采

购志愿者和供应商做基本的信息核
对，以及送货时限的确认。”每个环节
都需要费心盯紧，丝毫不敢放松。

最初遇到的问题是，消费者之前
已经习惯了从电商下单，然后去跟踪
物流状态，但采用社区团购的方式暂
时没有这样的系统，只能等供货方的
通知。崔丽丽记得从4月6日开始，
社区对新鲜生活物资的需求达到了最
高峰，上游的供货方已经忙到“快疯
掉”，他们也只能一遍遍沟通。

另外还有很多具体细节需要协
调，“比如有的团购鸡蛋一托30个，一
箱12托，我们最好让人整箱定，避免
拆箱；还有我们筛选什么套餐，哪些套

餐可以上，哪些套餐不可以上等等。”
除了各环节的联络衔接，崔丽丽

还更像是一个大管家，为团长们做好
产品溯源和验证等工作。“比如猪肉鸡
肉这样的检验证明，我们都会通过专
业的机构去和上游的供应商确认，团
购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就会帮助团
长把套餐下架。”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崔丽丽和她
的团队伙伴们已经帮助浦东、杨浦、静
安等区共计148个社区的团长，将3
万斤蔬菜，近3万斤面粉面条，近2万
斤水果，近1万斤大米以及7万多枚
鸡蛋等送到居民身边。

社区团长大多数是女性

在近一个月的团购经历中，平日里
从事电商研究的崔丽丽也更清楚地看
到了供应链如何一环扣一环地运作，其
观察和实践，于当下或有着珍贵价值。

渠道对接、时间安排、人员安排、
收货收款、与各类人员沟通统筹、售后
各环节……开一次团无异于一次完整
的项目运作并如期交付。在上海市网
购商会会长宋轶勤眼中，这是一个需
要决心、毅力、耐心、细心以及强大执
行力、协调力、沟通力以及运营力的庞
大复杂工程。

崔丽丽告诉记者，来自社群电商企
业的参考统计数据显示，日常92％~
95％以上的社群团长是女性，而据崔
丽丽观察，此次上海疫情期间，女性团
长也超过八成。“这也很容易理解，一

般家庭采买可能主要都是女性在做，
在沟通等方面，女性相对男士会有优
势。团长最普遍的一个特质就是热
心，也非常有责任心。”

从最初组织团购至今，将近一个
月以来，以专业服务公益，崔丽丽的公
益之举也赢得了她所在学校学生们的
围观点赞，成为一次特殊的在线教学。

她在从事志愿工作的同时，还不
忘将在此期间实践的经验及时在线传
授给她的学生们，学生们真正感受到
了电商专业的重要性，也触动了本专
业学生的电商“基因”。她认为，这也
是最好的课程素材，让学生能真切感
受到其所学专业在这样的危机时期所
能发挥的力量。

经常在线工作14个小时的她，依
然在坚守。团队成员也都是志愿者，
在组织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加价和回
报。作为学院专业教师的崔丽丽，还
有一个身份是学院教工二支部支部书
记，她告诉记者，“我们作为党员要发
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大家往积
极向好的方向去，共同守护我们热爱
的城市。”

4月中旬以后，各个电商企业平
台在上海的业务正在逐步回归正轨，
消费者从市场化的团购渠道已经可以
买到所需要的产品了，崔丽丽和她的
团队的工作重点也在发生变化，关注
点转为为已经进群的社区孤寡和独居
老人提供相应帮助，通过联系一些专
业机构和爱心企业，为这些弱势群体
提供更多的爱心物资。

疫情发生以来，诞生于社区中的“上海团长”进行了及时的“补位”，缓
解物资供应困难。这其中活跃着一批女性的身影：电商专业教授崔丽丽利
用自身专业优势，帮助上海百余个社区团长对接供应商，每天工作14小时
服务148个社区，做好居民急需物资的采集、分发和溯源。如今上海市场
化采购逐步恢复，她又和团购小组的成员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帮扶社区孤

寡独居老人的生活保障中，她说这也是一份生动的教学实践。而“90后”
团长赵洁是一位4岁孩子的母亲，她希望自己这份勇于担当的经历，成为
孩子以后成长路程中的力量。据业内人士观察，在上海疫情期间，女性团
长占比超八成。她们充分发挥个人所长，积极热心地去奉献自己的时间、
精力和专长，为社区居民服务而“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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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专业教授崔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