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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凤梨纯天然、口感

好，肉质细腻又脆嫩，一口下去，

唇齿留香，赶紧下单哟，冷链配

送、包邮到家！”在浙江省临海市

涌泉镇“甜美共富工坊”的农副产

品直播间里，电商主播王顺根妙

语连珠，颇具感染力。上线没多

久，直播间人气不断走旺，订单一

个接一个。

涌泉镇是声名远播的“江南

橘乡”，因“天下一奇，吃橘带皮”

的涌泉蜜橘而闻名，如今为何操

起副业卖凤梨？原来，随着网络

直播成为新风口，当地越来越多

的“橘二代”转型线上卖橘，可蜜

橘的收获期只有短短4个月，而电

商号靠养，忠实粉丝得留，于是等

橘子下市，一年四季都可成熟的

凤梨登了场。

凤梨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南，

如何打通优质渠道，进入涌泉的

直播间？这就不得不提当地的电

商直播式“共富工坊”。据了解，

涌泉镇充分发挥党建联建

机制作用，依托镇电子商务协会

党支部，积极探索“电商+产业+

农户”新模式，打造“甜美共富工

坊”，创新推出“直播飞地”模式。

所谓“直播飞地”，形象地说，

就是货在涌泉卖，品在当地发。

如何保量又保质？为此，工坊专

门组织了一支“选品团队”，定期

前往种植基地、物流仓储等地开

展产销对接，严格把好农特产品

质量关、安全关、运输关，确保粉

丝吃到“安心蔬果”。

王顺根种橘又卖橘，如今已

有自己的直播团队，全平台粉丝

数量有18万余人，年直播销售收

入突破600万元。起初，作为“新

手小白”的他也不懂如何选品、怎

么卖货，听说镇里有个“甜美共富

工坊”，里头有专业导师手把手教

直播，这才跨出第一步，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报名参加“共富学堂”，

成了第一批学员。

涌泉镇党委组织委员汪康告

诉记者，针对“新农人”不会直播

的问题，“共富工坊”

配备5名专业导师，直接上场办

培训，利用已运营的成熟账号，开

展“一对一”实操指导，详细讲解

带货话术、引流技巧、场控配合

等，同时帮助创业者制定营销策

划、选品定价、物流仓储等全流程

运营方案，“扶上马后，再送一

程”。截至目前，工坊已开展网络

直播培训26场，培训农民主播

1000余人次，孵化直播运营团队

12支。

电商协会党支部副书记邱加

长是个“橘二代”，拿手好戏就是

网络营销，如今是工坊负责人。

“个人直播毕竟体量小、能力有

限，只能卖卖自家蜜橘，受果实成

熟期影响，收益有限。随着电商

行业不断发展，直播形式需要更

加多元化、个性化。电商直播式

‘共富工坊’的组建，就正好满足

了这些需求。”邱加长深

有感慨。

据了解，工坊运营以来，联合

MCN（多渠道网络）机构，打造了

陪跑培训室、共享直播间，为更多

返乡创业者、柑橘种植户提供免

费直播服务。现在，直播间不仅

有蜜橘、绣衣、旗袍等涌泉本地特

色产品，更有团队从全国各地网

罗而来的优质农特产品，全

年都有产品上架销售。今

年以来，这里已开展直播

1200 余场，带动线上

销售额达 3000 多万

元，帮助农户户均增收

超3万元。

（据《农
民日报》）

“这是我们宇宙村的李子。独特

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温润的气候环

境，非常适宜果树的生长……”近日，

在湖北当阳半月镇宇宙村，马桂玲正

面对直播镜头，推销家乡的李子。

回归乡土，艰辛创业

2016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入实施，电商与农业逐渐融合，当阳

市农村电商覆盖面不断扩大，一批电

商“新农人”崭露头角，这让在外打拼

多年的马桂玲嗅到商机。她观察到

在外地上班工作的人平时很难

吃到家乡的味道，就算能吃到，

价格也很高，还不新鲜，她认为

农产品电商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因此毅然决然返乡创业。

创业之初，马桂玲主要从本

地农户家收购剩余农产品在网

络平台上出售。虽然当时业绩

可观，但她很快发现本地可销售

的农产品网货品种少、供应不

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开

始代发其他地方的农产品。可新的

问题随之而来，代发农产品能丰富产

品多样性，却不能有效掌控农产品品

质，导致在经营过程中多次出现产品

质量和售后问题，流失了许多客户与

代理伙伴。

“我一直认为农产品电商市场是

有可持续性发展前景的。”凭借着对

网络销售农产品的经验与观察，马桂

玲决定走自产自销的道路。经过专

家指导加上自身不懈努力，她的农产

品品质与产量得到双提升，截至目

前，已种植桃树18亩、李子9亩、九月

红13亩，农产品网货供应充足。

面对困难，迎难而上

走上自产自销的道路后，马桂玲

又面临新的难点。“初期单量少，快递

物流成本比较高，很多时候都是赔本

赚吆喝。但为了把农产品电商事业

做起来，就算一毛钱都不挣，也要把

客户维护好，该接单还是接单、该发

货还是发货。”

为突破困局，马桂玲意识到学习

的重要性。不懂产品包装，她就购买

专业书籍，虚心请教专业人士，不断

改进包装设计；电商经营经验不足，

她就积极参加当阳市电商产业发展

促进中心开办的电商创业培训，学习

电商基础、运营、客服、物流、新媒体

和电商实战操作等内容，与时俱进更

新电商专业知识，提高农产品品质把

控能力。辛劳付出、终得回报，2022

年马桂玲农产品电商营业额达40万

元左右。 （据中新网）

在被誉为“中国食用菌之都”的

福建宁都古田县，沿路可见一排排整

齐的保温隔热大棚或菇棚。古田县

中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忠

生介绍：“借助全域兴趣电商，原产地

的产品可以直达消费者餐桌。我们

还通过视频教程帮助消费者了解食

用菌的多样化食用。今年上半年，通

过全域兴趣电商，我们卖出了60万单

的古田银耳产品。”

在近日举办的助力食用菌产业发

展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

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张照新表示，农产

品电商尤其是全域兴趣电商的发展，

不仅是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扩张、

特色产品结构优化的新举措，也是培

育特色产品品牌、拓展产品价值增值

空间、加速产业带形成的新动力。

“短视频、直播实际上是多维度的

信息交流，能实现双向即时的互动，激

发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产业发展的动

力由过去单纯的消费拉动变成了消费

拉动和供给引领相结合，为农产品转型

升级带来了新动力。”张照新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教授陈卫平认为，在全域兴趣电

商模式中，农业企业可通过产业资源

镶嵌和产业主体镶嵌两种形式，提升

产业发展质量、促进产业包容性发

展，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

其中，产业资源镶嵌是对产业

环境中的资源深入了解和充分利

用，挖掘产业亮点和潜在价值，通

过全域兴趣电商的兴趣推荐机制，提

高产业声量。产业主体镶嵌是与产

业各主体间关系的紧密合作，包括消

费者、小农户、供应商、服务商等产业

主体，通过价值共创机制，促进产业

整合和发展质量升级。

“农产品产业带是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和效

益的内在要求；也是发挥特色产业集群

集聚效应，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带动农

民增收，促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路径。”张照新说。 （据《经济日报》）

中药材、土蜂蜜、野生羊肚菌、

花椒、木耳……走进甘肃省宕昌县

陇羌源电商农特产品网货供应中

心，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摆满了

陈列柜。在这里，当地特色农产品

不愁卖，农户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借助

互联网将自家产的优质产品销往北京、

广东、青岛等全国各地，让“土特产”走向

大市场。

“除了销售宕昌县优质的农产品，我

们也代销定西市岷县、漳县等陇南市周

边县区的特色农产品。”该中心负责人袁

书彦说，这里靠近官鹅沟景区，旅游旺

季，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在店里购

买土特产，不好带的，也会线下购买，线

上配送。

据介绍，陇羌源电商农特产品网货供

应中心自2019年建成运营以来，积极探索

“旅游＋合作社＋电商”的模式，开展旅游

电商营销活动，助力农产品销售。目前，该

中心共有7个线上平台，包含农产品200

余种，日均销售量50至60单，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达

到200多单，今年的销售额已达280多万元。

中心不远处就是宕昌八力乡大东山中药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店。店里整齐有序，弥漫着

中药材特有的清香。“销量最好的还是‘中药材组

合’，黄芪茶、五宝茶、贵妃茶、黄芪饮片最受

欢迎。”负责人温成娃说，网店自2017年开

业以来，年均营业额1000万元，线上线下同

步“开工”，销售额不断增加。

据了解，宕昌县多措并举做优电商产

业，电商中心牵头注册了覆盖全县农、

旅、文、电融合的县域公共品牌“羌源味

到”，逐步完善“1+N”母子品牌运营管理

模式，培育出黄芪茶、当归酒等

300多种县域网红产品，搭乘电商

“快车”，走出了大山。

（张燕茹 冯宝强 尚敏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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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人”网上闯出致富路 谱写发展致富经

马桂玲在展示自己种植的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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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正在直播带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