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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助农增收

直播吃鸡、汉服出镜、网红助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式各样的农

产品线上直播间成为“宅家”群众的关注点。一大批地方官员、农民走上屏

幕，化身人气“网红”，带货量让人惊叹。一场场直播下来，滞销的蔬菜、水果

等农产品从田间地头走上百姓餐桌，传递着消费助农、共克时艰的温暖；

“云旅游”镜头下的好山好水好风光也让不少网友直呼“种草”，为后疫情时

代乡村旅游的发展再添流量。

助农直播带动农货特产销量暴涨，有何深远意义？“土味直播”激发消费

者购买力的原因何在？旅游产业如何利用“云端”手段应对疫情挑战、实现

助农增收？本期《聚焦》与大家一同探讨直播如何激活助农增收一池春水。

除了“宅家”期间买买买，身

未动、心远行的“云旅游”直播，

也为助农发展旅游产业提供了

新思路。

今年，广西迎来别样“壮族

三月三”，从“四海云集”到“云

上相会”，今年“壮族三月三”改

变过去聚集性活动风俗，打造

线上过节平台，群众足不出户

即可感受壮乡民族文化魅力。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

家的‘云导游’，我们所在的位

置是三江侗族自治县，接下来

我带大家‘云参观’程阳八寨。”

主播秦文霞是三江侗族自治县

同乐乡人，3月 24日，她化身线

上导游，通过直播带全国各地

观众“云旅游”。

俏丽的风雨桥、挺拔的鼓

楼、古朴的寨门和吊脚楼……跟

着秦文霞的脚步，80 多万名观

众“云体验”了一把如诗如画的

侗寨风光。“这是我第一次通过

直播带观众‘云旅游’，非常新

奇。观众反馈很好，大家都夸我

的家乡美，我很自豪。希望疫情

结 束 后 ，有 更 多 人 来 三 江 旅

游。”秦文霞说。

今年“壮族三月三”节日期

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组织 20 场直播，对自治区

14 个市 30 多个重点旅游景区

进行线上推广，让游客通过网

络“云旅游”，体验广西丰富多

彩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

“通过网络‘云旅游’，我了

解到广西的民族服饰、五色糯

米饭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

景点。疫情结束后，我一定要去

广西体验一下少数民族文化。”

山东淄博的观众刘昌龙说。

直播镜头下，除了丰富优

质的农产品，原产地的自然风

光也能精彩入镜，为发展旅游

吸引流量。近日，安徽合肥庐江

白云春毫“云上”茶文化旅游节

媒体通气会就透露，这个春茶

季，庐江县将借助直播等“云

上”方式打造别具一格的茶文

化旅游节，实现茶旅融合。尤其

是围绕“欢乐茶乡体验行”，充

分 发 挥 域 内 多 家 AAAA 级 、

AAA 级旅游景区资源优势及

一批乡村旅游点、精品民宿的

吸引力，为游客提供更加美好

的乡村旅游体验。

有业界人士分析，受疫情影

响，旅游市场的格局将发生变

化。比如，受经济下行压力、对

疫情的顾虑心理和暑假面临压

缩等因素影响，长途游、高端度

假游、境外游可能会有规模性

缩水。但同时，疫情也带来了对

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广泛反

思，户外运动、健康膳食、拥抱

自然等都会成为后疫情时代旅

游的热点诉求，这都与乡村旅

游体验的种种特质不谋而合。

没有游客，不妨先运营好粉

丝。“疫情期间，虽然人们的出

游暂停了，但需求没有消失，升

级趋势也没有消失。”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旅游系副教授翟向坤

认为，旅游业受到疫情的影响

比较直接，但疫情过后其反弹

也可能比其它行业更快。

除了能为乡村旅游吸引潜

在游客，直播手段也能为行业

发展助力添柴。面对疫情带来

的“空窗期”，文化和旅游部资

源开发司指导全国乡村旅游监

测中心开设“乡村旅游面对面”

直播课堂，通过邀请专家、学者

和实践成功者进行网络授课和

“面对面”互动答疑，面向全国

乡村旅游监测点、旅游扶贫监

测点、乡村旅游重点村及各省

（区、市）乡村旅游管理人员，讲

授乡村旅游专业知识，分享乡

村旅游成功案例。

在多方协作下，旅游产业回

暖、助农增收致富的前景可期。

（本版编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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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多地

出现农产品滞销，部分优质农产品

销售面临困难。今年的滞销情况跟

往年有所不同，疫情暴发期间，各地

农产品经营按下“暂停键”，农产品

销售、流通渠道受阻，产销双方信息

脱节。一方面，一些地方的农产品卖

不 出 去 ，出 现 大 规 模 滞 销 ；另 一 方

面，市场供应短缺，消费者存在大量

需求。

为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不少地

方干部都走进了电商直播间，帮农

民“带货”，提振了农民的信心。官员

代言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确保质优

价廉，受到网民的好评，彰显全社会

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情怀、智慧与

真情。

新冠肺炎疫情为今年打赢脱贫

攻坚战带来了新挑战，增添了新难

度。运用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电商

平台，是解决疫情下农产品供销问

题的有效策略。一是针对农户面临

的难点，由政府牵头，协调网络电商

和社会多方力量，整合匹配社会资

源，打通农产品采收、包装、物流、销

售等各环节，实现农产品产销精准

对接，既解决农民销售难问题，又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二是打破地域界

限，实现农产品跨区域、点到点的产

销对接，有利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实现农产品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高

效调配。三是通过网络平台将本省

的优质农产品推介出去，提高知名

度，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网络直播“带货”解决一时之困

的同时，也对构建重大突发事件下农

产品供销应急体系，以及网络扶贫具

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将网络运营模式

与农村扶贫治理相融合，充分发挥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户等多元主体

的积极作用，更新观念，因地制宜，采

取精准措施，帮助农民发展电子商

务，构建农产品生产、销售的新业态、

新格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是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创新之举。

播直 一池春水

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许多地方的农

产品销路都受到了较

大影响，而乡村旅游

也遭遇“空窗期”。不

久前，国务院常务会

议 提 出 要 对“ 互 联

网+”和平台经济等

加大支持力度，企业、

平台、地方政府等不

约而同地想到了直播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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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县长直播”在山东正成为“潮

流”。“县长直播带货”模式不仅成为破解

农产品滞销、企业复工难等问题的“快捷

键”，也为各地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推动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

“大家好，我是曹县县长梁惠民，我为

家乡的汉服代言，喜欢的网友尽快下

单。”在山东菏泽曹县“e裳小镇”，一场名

为“抗疫复工、多多美丽”的直播活动上

演。曹县县长梁惠民走进直播间，与网友

互动交流，推广曹县汉服产业文化。

疫情期间，淄博沂源县县长田晨光也

变身“主播”，在多家电商平台为“沂源

红”苹果直播“带货”。这次直播，田晨光

还带来了“豪华”助威团——6 名网络大

V、1名明星和1名市派“第一书记”。

今年 2 月下旬以来，山东临沭县、商

河县、单县、沂源县和曹县等近10个县的

干部先后试水直播“带货”，代言的紫薯、

扒鸡、鸡蛋等产品虽然“土”味十足，却是

当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为了冲量、涨粉，“主播”们纷纷亮出

绝活：商河县副县长王帅直播吃扒鸡、曹

县县长梁惠民披上汉服出镜、单县县长张

庆国请来网红助威……“县长直播”带来

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临沭县的直播活

动开始不到 10 分钟，有 2 万名网友涌入

直播间；活动上线后两小时，直播间观看

人数突破20万，8万斤紫薯售罄；单县的

“县长直播”引来约 160 万人围观，卖出

60 万枚鸡蛋，同时还带动了其它农特产

品的热销；梁惠民出镜的半个小时里，直

播观看量超过 160 万，售出汉服 3000 余

件，销量较平日上涨了 7 至 8 倍，部分参

与活动的商户涨粉上万人。

“作为县长，我很乐意也有责任当好

单县特色农产品的代言人。希望能以此提

升单县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

率。”为了做好主播，张庆国对全县农产

品深度调研，不但清楚“哪些产品好”，也

了解“好在哪里”。

“直播‘带货’既展现了俯下身、沉下

心、做实事的政府形象，也体现了政府在

新媒体时代一种新的运行状态和互动方

式。”沂源县果品产销服务中心主任高丰

文说。

专家表示，当前的一些“带货”探索引

发了生产和需求关系解决的新思考。随着

产业链条数字化进程的推进，未来有望架

构一套生产端和消费端数据流通的新零

售体系，这对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终于有个可以发货的了，

感人。”24岁的吴雪琪已经在武

汉“宅家”2个多月了。小区出不

去，只能靠社区团购——种类较

少，价格也偏高。以前，她常在

电商平台购买农产品，现在受

疫情影响，经销商大都不往湖

北发货了。

3 月 15 日，她在拼多多的

视频直播间看到一张熟悉的面

孔——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

是她在华中农业大学念书时的

校长。邓院士正在向全国网友

介绍秭归脐橙，从种植、口感到

食用价值，事无巨细。末了，院

士还特地强调：水果没长腿，不

会传染人。

老校长“背书”，吴雪琪立刻

下了一单。据了解，今年湖北省

秭归县有 6 万吨柑橘待销，受

疫情影响目前只售出了一半。

为了打开销路，秭归县和电商

平台取得联系，为 5 万果农直

播“带货”。

从 2 月 10 日起，电商拼多

多在全国率先开启“政企合作，

直播助农”的新模式，目前已有

浙江、广东、广西、重庆、安徽、

山东、江西等地组织了多场直

播，院士、县长、网红纷纷投身

直播助农的行动中。

《淘宝经济暖报》显示，2月

6 日至 25 日，在中国各地消费

者的努力下，淘宝“爱心助农”

项目 20 天内销售 5.4 万吨滞销

农产品，涉及 20个省 1802个县

的38万款农产品。

电商平台、物流企业、农业

合作社行动起来，当日下单、次

日配送。陕西苹果、海南芒果、

江西临川鸭田大米……南昌本

土生鲜配送企业江南云商的仓

储中心一片繁忙。“大年初四以

来，几乎每晚通宵拣货，业务量

从日均200单飙升到2000单。”

江南云商负责人许敏说，客户

量已达5万人。

随着滞销农产品销售渠道

被打开，农户们的干劲越来越

足。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岭

背镇大塘村，贫困户叶称国这

几天忙着将刚采摘的辣椒打

包，装上发往全国各地的货车。

他说：“我们辣椒滞销的消息经

于都电商平台发布后，每天能

接几百斤的订单。”

农产品线上直播咋这么火？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

所副所长关利欣认为，受疫情

影响，一些偏远地区的农产品

由于运输条件等限制不能及时

上市，而广大消费者逐步习惯

了线上买菜等新型农产品消费

方式。在此情况下，电商技术支

持下的网络直播等方式更好地

适应了外部形势变化，带动了

农产品上行。在关利欣看来，相

较于以往网上购物中看到的图

片和视频，直播更加形象直观，

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

求，更容易被接纳，也更能提升

用户的满意度。

从农民角度来看，专家指

出，如果直接做电商，一个农民

要掌握摄影、文案等复杂技能，

技术门槛高，但线上直播是每

一个普通农民都可以开展的。

将手机变为“新农具”，农民可

以轻松地呈现农产品生产、种

植的全过程，并分享独具特色

的乡村生活，滞销的农产品可

以瞬间变为抢手货。

背着消毒器给鸡舍消毒、下

水塘捉鱼喂鱼、采摘施了农家

肥的蔬菜……这些画面，湖南长

沙的易华武每天都会用手机进

行直播。“我就是把养鱼喂鸡的

过程拍下来，不少人看了之后

都主动联系我来购买，有些老

客户还会把自己的朋友推荐过

来。”防疫期间，易华武每天仍

能收到不少订单，线上销量显

著增长。

感受更直观网友买得欢

借力“云旅游”粉丝变游客

县长亲“带货”
直播来助农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