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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电商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9月23日，第6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拉开帷幕，由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

息化司指导开展的“2023数商兴农

庆丰收”活动也正式启动。

直播带货、线上专区、百亿补贴

……各大平台近日纷纷加码农产品

电商，背后有何考量？农民如何用好

“新农具”，走好致富路？记者采访了

商务部研究院电商所副研究员李峄。

李峄认为，电商平台加码助农举

措能实现互利多赢。一方面，各大电

商平台积极响应国家“数商兴农”号

召，通过线上平台让更多农产品变成

商品，既提升了农民收入，又加快了

乡村数字新基建建设。另一方面，电

商平台需要优质农特产品来丰富产

品货架，更好满足城市消费者需求，

增强用户黏性。

当下“数商兴农”有哪些新趋

势？李峄认为，多平台赋能、电商与

物流协同发展等正成为趋势。此外，

电商在服务农产品上行的同时，也在

加强与农村寄递物流融合发展，持续

畅通工业品下行渠道。

短视频、直播、商城等全域兴趣

电商方兴未艾，李峄分析，这种模式

能精准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例如直

播电商可以通过实时互动让消费者

更好了解产品功能与使用场景，并能

够利用大数据优化产品直播推送的

精准度。

李峄建议，平台可以探索农产品

众筹预售、营养定制等新模式，还可

以因地制宜推动农产品与旅游、康

养、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并做好住

宿、餐饮等配套产业发展，持续丰富

农村特色产业的内涵与形式。

由“丰收”到“增收”，如何让更多

农民成为“数字新农人”？李峄建议，

首先要发挥好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

与返乡创业年轻人的引领带动作用，

让更多农民走上“数字致富路”，还可

以考虑引导农民参加农村电商培训，

帮助他们了解电商思维与产品标准，

从生产环节入手提升农特产品的标

准化程度，让更多标准化、品牌化“土

特产”通过电商走向全国。

（据央广网）

“老铁们，大家好，咱家的猕猴桃

开园啦。要问在哪里，就在宝丰东二

十五里，三面环水好风景，你要问我

村啥名，我村就叫谷官营。咱家种的

猕猴桃，肉厚果甜，你不吃不知道，一

吃忘不掉……”9月12日，在河南省

宝丰县石桥镇谷官营村的猕猴桃采

摘园里，种植户关全升正在全神贯注

地对着手机拍摄视频。

关全升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怎

么会想到在短视频平台推广猕猴桃？

原来，今年69岁的关全升四年

前种了3亩猕猴桃，因种植面积太

少，引不来大客户，每年猕猴桃成

熟时节，他都要摘下猕猴桃到街上

售卖或到一些超市推销，可结果却

并不太理想。今年，他一改销售思

路，将“我去卖桃”转为“让人来

摘”，用现场实拍的方式在短视频

平台进行推广和销售，赶上了“一

部手机就能卖桃”的潮流。凭借醇

厚的乡土声音和勤劳朴实的农人

形象，关全升在短视频平台得到流

量加持，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的

猕猴桃香甜可口。

“这个品种是翠香，甜糯可口，富

含多种维生素。许多老客户，专门从

市区跑来采摘。今年，我的猕猴桃一

点儿也不愁卖。”谈起今年的销售情

况，关全升开心地说道。

关全升的采摘园里，猕猴桃挂

满枝头，慕名而来的游客尽情采

摘。“带着孩子来采摘，感觉猕猴桃

吃着更香、更甜。”一位正在忙着采

摘的游客说。

在石桥镇，关全升利用短视频

平台推广销售猕猴桃就是一个突出

代表。像该镇竹园村的草莓、邢庄

村的桃、西大庄村的李子，都是通过

短视频平台开拓销售渠道，不仅省

钱省力省心，也让游客体验到了采

摘的乐趣。 （窦传阳）

蓝莓园里，盛果期后，草木丛

生。沿着树苗间的空隙，戴着黑框眼

镜的小伙子开着割草车来回穿梭。

一旁，还有手机镜头对准农机，将蓝

莓采摘后的田间管理，通过短视频平

台传播出去。

90后朱朕，是土生土长的安徽

合肥人，也是个“新农人”。研究生毕

业后，他从海外留学回国，5年前，朱

朕辞去上海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肥

东县长临河镇，和农业打起交道。

初出茅庐，跨界创业，对于零基

础的他来说并不容易。作为合肥虹

顺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朕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跑市场、做调研、学经

验。2018年，他把广西、云南、山东

等地跑了个遍，“同样是种蓝莓，我也

得做出点花样来，迎合当代年轻人的

消费习惯。”

一次，县里的电商培训让朱朕瞧

见了创业方向。他想，光种好果还不

够，如何卖出去也有门道，乘着乡村

振兴这股东风，农产品是否也能插上

“数字翅膀”飞进千家万户？

2020年，抱着闯一闯的念头，朱

朕开始尝试在短视频平台进行直播。

一部手机，一个

麦克风，直播间

就设在田间地

头。从蓝莓生长

过程中如何管护，

到怎样挑选好吃

的蓝莓果，再到蓝

莓分拣打包流程，

面对镜头，朱朕侃

侃而谈。

“起初一句

话能重复好几

遍，不知道怎么

面对镜头。”朱朕说，拍视频、学剪辑、

做直播，他一点点摸索，恰好当时平

台又有农产品扶持政策，“慢慢地，不

光自己成长了，订单也越接越多。今

年蓝莓销售额有200万元。”

如今，朱朕种的蓝莓大多通过电

商销售。在他看来，线上直播和短视

频制作，目的是将农产品推广出去。

“蓝莓还在田里，我就开始记录，直到

果子上市，可以说大家是看着蓝莓一

点点长大的。”利用电商新模式，既能

实现线上引流，还能带来线下消费。

不少合肥市民通过视频找到蓝莓园，

带上孩子前去采摘；也有批发商通过

直播发现货源，和他建立长期合作。

在合肥市北一环路的世纪中心，

联合其他乡镇蓝莓种植户，朱朕还开

了一间肥东农特产品线下体验馆，以

蓝莓引流，带动全县其他特色农产品

拓宽销路。

对朱朕来说，若有越来越多的村

民能够玩转手机这个“新农具”，土特

产就能更加出圈，销往全国。从海归

硕士到农民主播，从“种得好”到“卖

得好”，尝到电商甜头的他，对未来信

心更足。 （游仪）

“这个1号链接就是我们礼泉彩虹蟠桃，这是

刚刚采摘下来的鲜果，果肉饱满，酸甜可口，价格优

惠，大家可以直接下单”。

晚整七点，在陕西礼泉县史德镇程家村，陕西

一允甄选农业有限公司直播间如约开播，电商达人

段小媛面对镜头，娴熟地向全国网友推介当季水

果，还不时顺手摘下一颗，边吃边与网友互动，而她

的丈夫程猛刚通过手机实时关注直播间画面。

这对80后夫妻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创业能人，他

们用手指敲开了互联网世界的大门，通过网络把当

地的特色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从2017年开始，程猛刚夫妇创立一允生鲜水

果品牌已有六年多时间。一开始在淘宝、拼多多开

店销售，因为讲诚信、守信用，而且卖的水果价格

低、品质优，网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一举夺得淘宝和

拼多多TOP10榜单，被拼多多评为“2020年优质

商家”。订单从刚开始的每天几十份，发展到现在

每天1000份，高峰时每天1500多份。

“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我们具备专业的采购、

冷藏、分拣、打包、发货和售后能力。”程猛刚告诉

笔者，从原来只做苹果，到现在的李子、桃子、杏子

多种水果品类经营；从原来的只做应季水果，到现

在的冷藏储存，已经形成了各环节一体化的专业团

队和设施。该公司年销售量200万单，年营业额超

3000万元，现有专职员工9人，兼职人员16人，员

工年平均收入3.5万元以上。 （李晶晶 邢振华）

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群山掩映下，一排排

保温隔热的大棚坐落其间，里面都是食用菌，作为

“中国食用菌之都”，如今，古田通过电商平台、直播

带货等，助力菌菇走出大山、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行走在智能控温、控湿的银耳菇棚内，古田县

中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忠生拨开一朵朵

雪白的耳花，确认银耳菇的生长状况。“我们的银耳

在很多热门直播间都卖过呢，很受欢迎。”黄忠生

说，“今年1到6月，通过电商平台，公司已卖出60

万单的古田银耳产品。这样的销量，放在以前，大

家想都不敢想。”

在古田县，许多家庭世代以种植菌菇为生。全

县农业人口中70%的家庭从事食用菌产供销活动，

全县农业总产值的70%来自食用菌产业，农民现金

收入的70%来自食用菌产业。黄忠生的公司成立

了一家农业合作社，联合村民一起种植银耳，从事

菌菇产业。以前，合作社对接的销售渠道主要是各

地的商超、农贸市场、深加工工厂等，回款时间长，

还有层层中间商。直到2020年，合作社开始试水

电商平台销售，情况有了变化。

“借助电商平台，产品从原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餐

桌，价格还更加实惠。”黄忠生说，在直播间和短视频

中，更多人知道了古田的食用菌，还了解到它的多种

食用方法，“比如，银耳不仅可以拿来炒蛋、做银耳

羹，我们还做视频教程，教大家用银耳搭配水果、牛

奶、酸奶等自制甜品，很多用户点赞并下单。”（叶子）

中国农民丰收节催热农村电商

如何让更多
农特产品“触网上线”

蓝莓树下的“电商梦”

老农当主播 线上忙农活

电商发展好
农货卖得俏

电商达人把土特产
变成网红尖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