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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款手工做的丝瓜络布鞋，买

一双也是批发价，要下单的抓紧哦。”

日前，重庆市巫溪县文峰镇长兴村，在

重庆何航鞋业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聚

光灯下，一名女主播正热情地向网友推

销该公司生产的巫溪布鞋。

“今天开播一个多小时，就销售了

4600元。”一旁的电脑显示屏有节奏地

跳动着实时销售数据，何航鞋业负责人

何财明告诉记者，“现在还不是销售高

峰期，旺季时我们每天能卖几万元。”

一个位于大山里的鞋厂，一双价格

只有四五十元的布鞋，缘何每天都能卖

出几万元？

专门到杭州学习直播技巧

2013年，时年33岁的何财明和妻

子张啟翠结束了在江苏等地的打工生

活，返乡创业。

“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做布鞋。”何财

明告诉记者，鞋厂很快就创办了起来，

价廉物美的布鞋也赢得了市场的青睐

——通过走批发市场的途径，销量倒也

过得去。

没过多久，何财明便发现了实体批

发销售的症结：利润太低。那时，电商

销售已比较火爆，何财明也“跟风”在网

上开了一家小店，但由于没有任何电商

销售经验，几乎没人光顾。第一次“试

水”无疾而终后，何财明不得不回归实

体销售，继续维持着夫妻店的状态。

“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最终还是

觉得不破不立。”2020年底，已经40岁

的何财明自费一万多元，到杭州学习直

播技巧。与他一起学习的，有小网红，

有想当主播的年轻人，也有少数像他这

样做实体谋求转型的小老板。

坚持直播三个月等来爆单

四天三夜的学习，让何财明大开眼

界：他头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选品、推品、

促单，也了解到直播还要做视频、拍照

片、会运营。

从杭州回来之后，何财明在2021

年3月开通了直播账号，做了人生中的

第一场直播带货。

直播有一个积攒人气的过程，这个

过程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个月甚至

更长，许多人未必能坚持下来。3个多月下来，口舌

费了不少，销量却没有一丝起色。就在快要坚持不

下去的时候，爆单突然而至。

2021年6月28日，他们做的丝瓜络布鞋视频在

网上有几万的点击量，让何财明心里对销量的提升

有了些期待。当他像往常一样进入直播间后，发现

看直播的人越来越多，这符合他的预期；但出乎意料

的是，下单的人也络绎不绝。那一天，他们连续直播

了好多个小时，但一点都不觉得累。

打通从田间到直播间的产业链

从那天起，何航鞋业的粉丝越来越多，销量逐渐

攀升。2021年9月，何航鞋业有两条短视频火了，

其中一条介绍丝瓜络布鞋的短视频获得了3.5万点

赞，另一条记录丝瓜络鞋垫诞生过程的视频获得了

2.1万点赞。短视频为何航鞋业的视频号带来稳定

的粉丝数增长，一天涨粉5000到10000不等。

上涨的各项数据最终体现在了交易转化里。今

年前5个月，何航鞋业的营收也超过了1000万元。

利润方面，由于直播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每双鞋的

利润达到了25%左右。随着鞋厂的生意越来越好，

何财明开始尝试打通从田间到车间再到直播间的产

业链。在田间，丝瓜络布鞋是何航鞋业的特色产品，

为此他流转了300亩土地种植丝瓜，让农民每亩地

的收入翻了一倍。

（据《重庆日报》）

6月 14日，笔者走进云南省元

江县鲜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仓库，

浓郁的芒果香气扑面而来。头天采

摘来的芒果经过一夜的平铺散热，

正由此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该公司总经理李旭告诉笔者，

每年6月到8月是芒果电商销售旺

季，公司主打“蛮鲜森”元江芒果品

牌，在供货端主导成立了元江山禾果

蔬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00余户果农

加入固定供货，在采后处理、销售端

主打精品包装，对接外地代理渠道。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沉淀，公司电商业

务稳步发展，由成立之初的2个人发

展到如今近30人的团队。在去年的

芒果季，通过电商业务销售出3万件

芒果，今年有望达5万件，销售收入可

突破300万元。

“茉莉花茶厂直发，产自云南元

江。小产区，大味道……”中午1点，

在云南温飛燕商贸有限公司的直播

室里，3名主播分别在抖音、快手、拼

多多等平台上直播，娴熟地从手边

10多种产品中选择样品进行介绍。

该公司总经理于飞说，公司与本地

120户花农全年固定合作，平均每天

收购5吨鲜花。靠着小小的茉莉花

茶，去年已成为元江县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今年线上销售额预计达

2000多万元。

目前，元江县已从最原始初级

的“电商+经纪人+农户”发展到“电

商+农户”“电商+种植企业”“电商+

合作社”等模式。已萌发出融合度

更高的电商企业自我种植、种植企

业衍生电商业态的独立垂直组织，

建立发展了微商及社交电商、渠道

商、平台电商等多种销售模式。

（李晓兰）

眼下，从田间到直播间，电商经

济如火如荼，乡村振兴也搭上了这

趟电商快车，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

带货成了新农活儿，农户变身直播

带货“新农人”，推动了农产品从“不

愁卖”，到“卖得好”升级转变。

进入6月中旬，四川省泸州市古

蔺县太平镇煌家村的百果源专业合

作社内，凤凰李陆续成熟。6月16

日，一场雨后，果树上满挂着晶莹的

水珠，衬托得果子更加水灵鲜美

了。在凤凰李开园的第一天，一场

主题为“相约蔺州、香脆‘邮’李”的

惠农直播专场走进了果园。

直播中，古蔺县麻辣鸡、凤凰李

等众多“明星”农副产品一一亮相，

主播们通过“品相介绍、吃播展示、

现场互动”等多种方式，向观众推介

着古蔺的特色农副产品。当天，百

果源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光奎受邀

进入直播间推介自己种植的凤凰

李，并不时与直播间的粉丝互动交

流，气氛十分活跃。

没有专用的直播棚，没有补光

灯，与专业的直播相比，周光奎的直

播略显简单，仅靠着一部手机，以果

实累累的果树为背景，用朴素的语

言和饱满的热情向大家介绍自家的

凤凰李，这种“土味儿”十足的直播

方式，反而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对味

儿”的体验感。

据介绍，百果源专业合作社连

片种植有1200亩李子，其中，目前

正处于成熟期的凤凰李有300余亩，

预计精品果产量在12-15万斤，通

过线上销售，一件5斤的精品果可以

卖到65元，而线下批发每斤仅能卖

到6元左右，售价差不多翻了一倍。

田间地头的农产品搭上“直播电

商快车”，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让客

户买到的价格更低，种植户卖出的价

格更高，使凤凰李变成大家争相购买

的“香饽饽”。“就拿目前热销的凤凰

李来说，精品果基本在线上就可以销

售完了。今年，我们整个果园预计有

三分之二的果子通过线上销售完

毕。”周光奎介绍说。据统计，截至6

月19日，自凤凰李开园以来，周光奎

的果园在4天内进行了近4场直播，

累计销售凤凰李精品果近2万斤，销

售总额约20万元。 （蔡琳）

日前，安徽省蒙城县小

辛集乡葛海村蔬菜基地，电

商主播在田头帮助农民推

销包菜。近年来，蒙城县整

合全县电商直播平台资源，

通过电商主播下乡、建立

“团购群”等多种形式，组织

电商主播走进田间地头等，

开展直播助农活动，推荐乡

镇特色农产品及各类农副

产品，帮助农民打开农产品

销售新渠道，为乡村振兴增

添“云动力”。 胡卫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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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快车”助特色农产品跑出销售“加速度”

推动农产品从“不愁卖”到“卖得好”
“新农人”直播带货带俏凤凰李

孟夏时节，走进河北省定州市

周村镇南陵头村寄中多肉花卉基

地，一片片色彩斑斓、形态娇憨的多

肉植物或晶莹夺目，或娇艳欲滴，呈

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手中

的这盆多肉叫美杜莎……”大棚里，

该种植基地负责人郭雪苹正在通过

直播带货的方式，向“粉丝”们介绍

自家种植的多肉品种。

目前，郭雪苹已成立两个多肉

种植基地，建有种植、精品大棚10

个，占地面积55亩，年产多肉24万

株，涵盖景天科、仙人掌科、番杏科3

大类500多个品种，产品销往河南、

山西、北京、天津等多地。

近年，随着“互联网+农业”的快

速发展，农村电商发展势头愈加迅

猛，郭雪苹也紧跟时代潮流，把手机

作为“新农具”，成了电商路上的一

名“新农人”。

2008年，郭雪苹在北京务工期

间，得知一个原本种植草莓的棚室

因经营不善想重新对外租赁，便投

入多年积蓄，引进了韩国多肉母本

进行温养培育。为钻研多肉种植

技术，郭雪苹多次赴江苏、云南等

地参观学习，哪一款多肉容易生

病、生什么病，都要认真记录下来，

然后再查阅大量资料或请教专家

加以解决。

2016年，随着全国多肉销售市

场的不断扩大，郭雪苹从北京回到

定州老家，并在镇、村支持下，扩大

成了两个基地的规模。今年春季，

郭雪苹的多肉基地迎来销售旺季，

每天都能拿到四五千元的订单，效

益很是可观。

（李玉素 周永）

电商助力多肉变“多金”

电商主播
田头“卖”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