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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村 电 商
的发展速度令
人惊叹：去年，
全国农村网络
零售额突破2.5
万亿元，较 10
年前增长近13
倍。这些农产
品 ，有 相 当 一
部分是从直播
间 里 卖 出 去
的。直播成了
新 农 活 、手 机
成 了 新 农 机 、
流量变成销售
量 ，农 业 现 代
化进程也由此
加速。

农 村 电 商
“直播热”，不
仅带动产值的
提 升 、产 业 的
升 级 ，更 带 来
了农人面貌的
焕然一新。当
农民在田间地
头和直播间里
切换角色的时
候 ，农 民 也 成
了数字经济的
参与者。这为
中国实现乡村
全面振兴提供
了助力。

为什么中国多地农村都在探
索直播助农？专家表示，“直播”
这种看似简单的销售形式，实际
上助力解决了困扰乡村产业多年
的“产供销不畅”难题，促进电商
与农村一二三产业全方位、全链
条深度融合，构建起了协同、创
新、高效的农村电商生态圈。这
是直播助农激活乡村产业活力背
后的“秘密”。

“在农村地区，直播电商发挥
了五大功能：赋能小农户走进大
市场，帮助特色农产品对接大需
求，助力传统农业获得现代技术，
推动广大农民融入现代社会，助
力全国各地不断推进乡村振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武拉平表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
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发展乡村土
特产网络销售。前不久，商务部、

国家网信办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提出用5年时间，在全
国培育100个左右农村电商“领跑
县”、1000家左右县域数字流通龙
头企业、1000个左右县域直播电商
基地、10000名左右农村电商带头
人。这给直播助农带来了巨大机
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发展农村电商，不等于把农
产品‘搬’到网上，更重要的是赋
能产业升级，带动农产品标准化
建设，提升产业附加值。”梁平区
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梁平区将推动各个直播团队抱团
发展，全方位完善物流体系，实现
快递包裹的高效集散和配送。与
此同时，立体化打造产业链条、数
字化营销产品，加强产地品牌培
育和公共品牌塑造，实现以产助
销、以销促产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作为一名乡村干部，李海瑞

每天都在学习最新的电商直播技
能，并对本地农产品的种植历史、
营养情况等进行深度了解。除了
“直播助农”，李海瑞还创作了一
系列短视频，助力推介本地的米
面粮油等农副产品。“因为村干部
的卖力推介，我们月销售额首次
突破了16万元。”落户在曙光村的
内蒙古正北方云仓有限公司总经
理高宇说，销售数字的稳定增长，
让他在本地稳稳扎下了根。

在李海瑞等主播的努力下，
越来越多赛罕区的农副产品搭上
“直播电商快车”，销售到全国各
地。“下一步，我们将择优选拔一
批有直播经验、有助农情怀、有一
定粉丝基础的党员干部，持续育
强‘红色主播’队伍。探索打造名
优特新农产品品牌，为乡村产业
振兴注入新动能。”赛罕区委常
委 、组 织 部 部 长 石 磊 表 示 。

（方敏 张枨 常碧罗 卢泽华）

中国农村年网络零售额达2.5万亿元
未来5年将培育约1000个县域直播电商基地

带活销路——
千里买卖一线牵

“1号链接只剩下100单，手快有、手
慢无，大家抓紧去拍！”日前，坐拥200多
万粉丝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乡
市分公司”抖音账号开播，主播“阿庆”介
绍的“麻椒鸡胸”刚一上架就“秒空”。直
播间评论区里，滚动着几百条要求补货
的留言。

“阿庆”原名张玉庆，是河南省新乡
邮政“邮乐购”电商团队的工作人员。4
年前，正值电商直播飞速发展时期，他也
跃跃欲试，成为一名农产品主播。

为什么选择卖农产品？直播间隙，
张玉庆表示：“直播这种销售形式，为农
产品推广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过
去，农民只能蹲在农产品市场吆喝生意，
每天接触到的顾客最多也就几十人。现
在不同了，不信你看，光我直播间同时在
线人数就有上万人。市场空间增长了上
百倍。”

直播的销售能力，在他售卖的“麻椒
鸡胸”上得到了体现。在直播间上线前，
这款产品的生产商河南蔚特食品有限公
司一度因入不敷出陷入困境。自从进了
直播间，销量连连攀升，最高创下4小时
2万多只的单场销售纪录。凭借这个“爆
款”，企业转亏为盈。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金桥“双创”示范区，因为直播实现销量
“逆袭”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这是我们本地产的小米，营养高、
口感好，瞧这刚熬出来的米粥，金灿灿
的……”步入示范区三层乡村振兴数字
营销直播基地的“村书记直播间”，赛罕
区金河镇曙光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海瑞
正向手机屏幕前的观众卖力介绍。除了
小米，直播间里还有南瓜、土豆、玉米等
当地特色农产品。

李海瑞当主播，源自一场偶然。5年
前，在赛罕区榆林镇红吉讨号村驻村的
他，因当地土豆滞销，急得火烧眉毛。听
说有的村庄靠直播卖货打开了销路，他
也抱着试试的心态，联系了金桥“双创”
示范区，希望借助直播推介这些土豆。

“示范区的直播团队到了我们村，走
进田间进行直播，不仅卖完了所有土豆，
还协助我们的农产品走进不少单位的食
堂。”李海瑞回忆，从那时起，他便萌生了
通过直播帮农民卖货的想法。后来，他
在黄合少镇格此老村驻村时，通过直播
将当地滞销的南瓜和胡萝卜“清仓”。半
年前，来到曙光村后，他又开始直播推介
当地新鲜蔬菜和特色农副产品，实现了
农民增收。

又到了青脆李上市的季节，
唐俊的手机上收到了农民老曹发
来的短信：“小唐，今年你一定要
来看看我家的李子哟！今年能卖
多少，全靠你喽！”唐俊是重庆市
梁平区的一名农业主播。打从
2015年大学毕业起，他就回到家
乡的田间地头，开启了直播生
涯。多年走乡串户，他和农民们
早已打成一片。

这不，前不久刚在直播间卖
完梁平特产黄桃，现在又接到了
几家果园的邀请。“藠头、四季豆、
柑橘……这些农产品在直播间里
一直卖得很俏。”唐俊表示，一场直
播最多有30万人次观看量，不久前
卖的春见柑橘销售额近80万元。

9年直播经历，唐俊实实在在
感受到了直播助农模式的进步。
“以前卖货，不是李子就是柚子。
现在品类特别丰富，对直播专业
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唐俊
看来，这种“专业”能力不只体现
在直播口才上，更重要的是盘活
资源的能力。

“在买家和卖家之间，有很多
市场主体和环节，买家鼠标一点，
产、销、物流等各方资源就要调动

起来，这很考验我们盘活资源的
能力。比如，有些农产品保鲜时
效长，适合电商销售，有些保鲜时
效弱，并不适合直播间。这时候
就要进行筛选。还有的农产品，
一斤一斤卖要赔钱，批量销售才
有利润，这时就要整合一批供货
厂家，抱团上线……”谈起直播里
的门道，唐俊如数家珍。

在梁平区的果园、菜园里，活
跃着不少像唐俊这样的主播。近
年来，依托本地天然农产品优势，
梁平区建成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
电商直播基地和天华电商直播基
地，入驻网络达人、企业近30家，
在虎城、袁驿、福禄等乡镇建成镇
级电商孵化中心8个，整合人才培
训、集中办公网货聚集等功能。
“凭借直播助农模式，梁平区将生
产、包装、销售、培训、物流等产业
要素聚合在一起，在促进农产品
产销对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拓
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等方面成效
显著。”梁平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对于电商直播在盘活市场资
源上发挥的作用，张玉庆有着自
己的认识。“6月份上卫辉的桃，7

月、8月联系辉县的青皮核桃，9月
份留心延津的红薯，10月份关注
原阳的大米……”张玉庆聊起接
下来几个月的直播农产品排期时
烂熟于心。

他介绍，新乡市政府与邮政
直播团队合作，实行品牌化运作，
通过邮政找、政府定、客户荐等形
式，将原本零散弱小的农产品品
牌聚合成一个最具本土特色的品
牌产品库。目前，合作商家已达
300余家，线上产品2000余个。

“以这个产品库为基础，直播
团队为涉农企业提供全流程、托
管式电商运营服务，通过‘选优
品、育精品、炼爆品’，形成覆盖全
市的全链条产品引入和服务体
系，成功打造了小粉皮、花生、土
鸡蛋、山楂制品、酱牛肉等单月销
售额超50万元的“爆款”产品，仅
2023年就实现万单销量以上产品
25个。”张玉庆介绍，目前，该团队
合作的商家、合作社，几乎覆盖了
新乡市所有地理标志产品以及老
字号产品。长垣卫材、原阳大米、
延津面食、太行山珍……一个个
本土品牌因为有了直播带货正加
速走出本地，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盘活资源——买家卖家鼠标连

激活产业——形成农村电商生态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