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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播带货”方兴未艾 助力乡村振兴
一部手机、一场直播、一条链接……当地农产品便可销往全国各地。近年来，“村播带货”方兴未艾，

成为拓宽当地农产品销路、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村民化身乡村带货主播，年轻人选
择返乡直播创业，村干部打造直播平台甚至参与到直播带货中，为当地的农产品从田间地头走进千家万
户打开了便捷通道。然而，人才缺口、流量不足、产品缺乏标准、生鲜配送不及时等问题依然制约着“村播
带货”的发展。连日来，记者走访多个乡村，走近当地的“村播”，了解他们助力乡村振兴台前幕后的故事。

（注：“村播”是指助力乡村振兴的主播，他们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这种新媒体工具，带动乡村多元发展。）
□本报记者 魏晓芳 郭芳蓉 文/图 （除署名外）

助农销售 直播推广安溪铁观音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溪
的铁观音，大家可以先看看它的外观和颗
粒……现在我们来冲泡这款铁观音。”在直
播镜头前，黄巧玲详细地向网友们讲解手中
这款茶叶的产地、品质、价格等细节，随后还
一边泡茶一边讲解茶的汤色、口感，帮助粉
丝选到适合的茶叶。

1998 年出生的黄巧玲是安溪西坪镇
人，由于父母做茶叶批发生意，她从小就跟
着他们穿梭在各个茶叶市场。

“公公婆婆是茶农，在双方父母的耳濡
目染下，我和老公对茶叶都有一定了解。”
2018年，看着父母的茶叶生意越来越难做，
两人决定尝试线上直播带货，拓展销售渠
道，帮助当地茶农卖出滞销的茶叶，同时也
希望推广安溪铁观音。

建账号、写策划、学拍摄、学剪辑……
夫妻俩边学边做，将平时去收茶的过程制
作成短视频分享，并有意识地打造个人IP。
经过两年的运营，他们的粉丝已达到了30
多万人。

深爱家乡 积累经验返乡创业

南安向阳乡地处深山，这里却活跃着一
群返乡做电商和直播的年轻人，“85后”创
业青年林祥桂便是其中一位。

回乡之前，林祥桂在广州从事纺织品贸
易工作，主要销售渠道就是电商平台。从那
时起，他就开始接触电商。虽然常年在外，但
出于对家乡的感情，他偶尔也会利用所学技
能为家乡做宣传视频，这也加深了他与家乡
的联系。

“当时与不少乡干部交流过返乡创业的
问题，对家乡的创业环境也有所了解。”
2015年，林祥桂决定返乡创业。林祥桂记
得，那年回到向阳乡时正值丰收时节，他一
边帮忙收割家中的稻谷，一边着手创业。从
卖自家多余的大米做起，后来还开设了农场
养殖鸡鸭鹅。

创业才刚步入正轨，2016年的一场台
风让他的所有努力功亏一篑。后来，乡政府
打造了一处创客平台，支持返乡创业者。依
托创客平台，林祥桂做起了“三农互联网+”
电商，组建供销社，将乡里农户富余的农产
品进行统一的收集、筛选、包装，再通过电商
主播销往全国各地，为农民拓宽了销售渠
道。

如今，他也成为向阳乡的一名推介官，
时常能在短视频、直播、展会等活动上看到
他向各地群众宣传推介向阳乡的身影。

信任产品 留下助力家乡发展

在围头村的“乡镇振兴直播间”里，“00后”
主播王弘宇和搭档洪术钊正在为直播间的
开播做准备。26岁的洪术钊是围头村人，今
年他和王弘宇刚刚退伍，经过一番了解，两
人决定以“村播”身份留乡创业。

“对于村里的产品质量，我们很有信
心。”洪术钊介绍，目前两人处于选品阶段，
除了深入了解当地特色的水产品外，他们还
将根据直播平台用户的特征，有针对性地挑
选高质量的产品。

洪术钊在学校里学习的专业是数字媒
体艺术设计，这一专业与直播行业息息相
关。他不仅较擅长于短视频的策划、拍摄和
剪辑，也曾接触过服装类电商的运营，这为
两人的创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主播，王弘宇也积极提升直播水
平，如在网上学习一些同行的直播技巧，遇
到问题积极请教同行的朋友。洪术钊表示，
未来他们还想在直播间里推介家乡及周边
地区的风土人情，助力泉州旅游经济的发
展，邀请更多人来泉州走一走，到围头村看
一看。

更多村民主动加入“村播”行列

10月开始的采茶季是黄巧玲最为
忙碌的季节，白天上山收茶，晚上准时
开播，尽管忙碌，但村播带货给她带来
了更高的利润。

值得一提的是，黄巧玲夫妇不仅自
己直播带货，也乐于分享经验，带动周边
村民加入这一行业。茶农林师傅在他们
手把手的教导下，也做起了“村播带货”。

“我们找林师傅收茶收了很多年了，
看到我们做得不错，他也想在网上宣传
自己的手工茶。”黄巧玲说，林师傅原本
和大多数茶农一样，只会做茶，不懂卖
茶。他们建议林师傅可以拍些短视频，讲
述平时怎么做茶，分享做茶的心得。

如今，林师傅的个人账号已经积累
了8万多名粉丝，而像林师傅这样被带
动起来的农民“村播”也越来越多。

让年轻人更加融入家乡

“成为主播后，我觉得更融入家乡
了。”在向阳乡的直播间里，桌子上放着
红薯干、菜干、大米等农副产品，尤乙红
面带微笑地看向镜头，正在向直播间的
观众介绍当地受欢迎的红薯干。

尤乙红今年35岁，是南安省新镇人。
嫁到向阳乡后，她曾外出打工，卖过衣
服，开过餐馆，也做过手工活。2021年，她
回到了向阳，得知乡里有现成的直播间
后，她决定试一试。然而，“电商小白”成

长为带货主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开始直播时也会害羞、尴尬，对

专业的东西更是一窍不通。”尤乙红告
诉记者，起初对直播的规则不懂，加上
不够了解当地农产品，直播间网友提出
的问题时常答不上来，有时还会因为说
一些违禁词导致直播间被关“小黑屋”。
为此，她从零学起，了解家乡农产品，参
与相关培训，学习各项直播技能。

如今，尤乙红基本每天都会坚持直播
一小时，为直播间的观众介绍家乡农产品。

让当地农产品更为人所知

“你看，这就是我们村里专门打造
的‘乡镇振兴直播间’。”走进晋江金井
围头村的直播间里，背景墙、补光灯、展
示台、手机支架等专业直播器材俱全。9
月初，该直播间荣获了“福建省乡村振
兴样板直播间”称号。

围头村党支部书记洪水平向记者
介绍起打造这个乡村振兴直播间的缘
由。当时受到疫情影响，围头村的鲍鱼
销量一度下滑，洪水平不得不思索如何
打通销路。受到其他地区的启发，他瞄
准了互联网直播，主动提出要化身主播
为鲍鱼带货，并将村里的大学生组织起
来，负责直播的各项事宜。

直播时，他既当“导游”，又当“导
购”，向网友们展示围头鲍鱼，科普鲍鱼
知识，不时还穿插介绍当地的海洋风
情、历史人文。直播受到了大量网友的
关注，围头村的鲍鱼销量也逆势上扬。

那时候，围头村就开始探索如何让直播
长久发展下去，成为当地水产品的主要
销售渠道，“搭建直播间”便是其中一项
举措。

“一个人的直播力量是渺小的，我
希望带动更多的村民加入直播电商大
潮中，有更多农村主播站上直播间，让
我们村的特色产品被更多人了解、被更
多人购买。”洪水平说。

带动当地村民实现增收

“因为直播，很多人知道了原来围头
村也有鲍鱼。”洪水平说，直播带货不仅
解决了当时鲍鱼销路问题，也让更多人
了解到围头，因而“链接”到更多商机。

这一变化林祥桂也深有体会。“如今，
向阳的农副产品大部分是靠电商走出去
的。”林祥桂说，每到某种农产品上市的
季节，他会带着直播设备走农场、下田地，
帮助农户开展线上直播。“我们这里的蜂
蜜品质不错，但销路太窄，蜂农收入一直
不理想。通过直播，产品销路很快打开了，
蜂农脸上都有了笑容。”此外，今年6月，通
过他的线上宣传，村里一位种植黄桃的农
户在一星期内销售完了全部产品。

而在黄巧玲看来，近些年茶叶的传
统销售模式受到冲击，正是村播带货的
发展为当地的茶农带来了增收。

据了解，电商及直播带货发展起来
以后，多渠道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给他
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还带动
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直播人才缺口大
流量不足销量不高

业内人士表示，伴随着农村电子商
务的蓬勃发展，农村电商人才出现了大
量缺口。不少专业、有能力的优秀电商
人才更多倾向于留在城市发展，农村电
商人才“难育、难引、难留”一直是制约
农村电商发展的最大瓶颈。

林祥桂坦言，乡村直播如今有不少
人做，但是在乡村扎根做直播是很难
的。从外面引进人才更是困难，他们往
往只能从零开始培训村民，但不少村民
由于自身限制，直播时专业性不够，导
致直播效果不佳等问题。

由于农村直播还缺乏有效规范管
理，带货质量和主播水平参差不齐。在
永春直播协会负责人张先生看来，这会
影响乡村直播带货的口碑。另一个突出
问题是，好不容易培养的人才，也容易

流向城市，难以长期扎根乡村。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几乎

所有的乡村直播都面临着人气流量不
足的问题。“引流困难，所以线上的产品
销量常常是不乐观的。”尤乙红说。

对“村播”认知度不够
培训缺乏针对性

“如何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直播也
是目前的一大问题。”洪水平表示，当前
村民们对“村播”认知度不够，对这一职
业甚至存在片面的认知，应该加大对农
村主播的普及、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村
民敢于尝试这一职业。

“此外，目前政府对于主播的培训
也缺乏一定的针对性。”洪水平坦言，尽
管目前针对农村电商技能的培训不少，
但培训内容大体相似。乡村有各自特
色，生产的农副产品也各有不同，直播
时会出现不一样的问题。如何才能发挥

出当地“村播”的特色，需要有专业人员
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指导。

产品标准化程度低
物流配送不完善

“产品质量也影响着‘村播带货’的
发展。”林祥桂表示，由于农产品是非工
业化生产的产品，自然环境、种植方式
等方面的差异都会造成品质方面的参
差不齐。大部分农产品都是原生状态，
也很难有统一的质量标准来衡量其品
质，导致农产品无法成为标准化的产
品，因而在直播平台上带货常常会遭遇
困难。

洪术钊坦言，物流也是“村播带货”
面临的一大问题。例如海鲜产品与其他
产品不同，对存储及配送要求极高，处
理不当就会造成新鲜度下降甚至腐烂
的问题。“若物流冷链配送跟不上，可能
会导致消费者最后退换货。”

多措并举 助力农村电商发展

近年来，泉州市商务局不断营造农村电
商集聚氛围，推进农村电商长效发展，通过
出台政策、培育龙头、示范引领、项目带动、
打造平台、营造氛围、构建生态等一系列措
施，形成了产业集聚明显、产品特色鲜明的
泉州农村电商“金字招牌”。

在技能培训方面，泉州市农村电商系
列培训已持续举办多年，每年都为各县域
电商从业者送去优质课程，开阔视野。根据
行业发展趋势热点，企业诉求和人才缺口，
每年的培训课程也有所调整和侧重，例如
2022 年课程主要侧重直播电商、社交电
商，2023年课程则主要围绕电商主流平台
新规则、运营思路新方法及优秀店铺打造
等展开，讲师团队将陆续走进我市8个县
（市、区）进行授课。

在资金扶持方面，自2013年开始，泉州
市本级财政设立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每
年出台促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培育新兴业
态，服务经济大局。扶持措施从电商规范发
展、跨境电商发展、电商集聚发展、农村电
商发展、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和电子商务服
务体系建设等方面支持电商持续发展，达
到一定体量可申请相应档位的资金支持。
比如，在完善电子商务服务体系方面，鼓励
各县（市、区）结合产业特色和电子商务发
展实际，发挥自身优势，重点打造一批产业
链完整、专业性强、配套齐全、集聚效应明
显的电商园区；在优化电子商务营商环境
方面，支持开展“电子商务助力助推乡村振
兴发展”等系列活动，为企业营造电商发展
良好氛围和环境。

注重产品质量 加强自我提升

“提升自己的直播水平更多要靠自己。”
在黄巧玲看来，作为一名带货主播，保证产
品的质量、增强客户的体验感是直播带货最
为关键的因素。“产品的质量好，你介绍出来
才有底气，必须要让客户先相信你。”在直播
的技巧上，她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真诚，要带
着一颗真诚的心去向客户介绍你的产品。

其次就是平时要多学习。如今直播的规
则、玩法多变，主播要时刻保持一颗学习的
心，平时多看看其他主播如何直播。黄巧玲
说，她的每场直播后都会及时进行复盘，了
解当前时期客户的需求，了解行业的最新变
化，并与同行多多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共同
成长。

定期开展培训 加大扶持力度

“给村民们开展培训是很有必要的，能
够提升他们的技能。”林祥桂说，他也牵头组
织各种相关培训，与高校合作，让高校教师
走进向阳，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学习电
商，学习直播技能。

永春直播协会负责人张先生认为，除
了加强对主播的培训和指导，提升他们的
直播带货技能之外，也要注重培育优秀的
网红主播，用优秀主播的人气和流量助力
乡村振兴。

此外，政府也要加大对直播基地建设投
入，建立直播示范基地，引导基地拓展品牌
展示、培训孵化、创意设计、营销推广等服务
能力，增强示范作用。同时，也要注意规范引
导直播行业的发展。

完善物流配送 加强产品宣传监管

“要做好‘村播带货’，配套的物流也要
跟得上。”张先生建议，在物流配送方面，可
以由当地政府部门与物流快递企业开展战
略合作，打造经济高效的物流服务平台，通
过统一仓储物流的建设实现直播与物流、销
售、售后的融合发展，打通仓储管理、全国精
准覆盖、超低成本的优质闭环链路。

此外，有业内人士认为，政府应该加大
县域特色农特产品宣传，提高产品知名度，
打造农特产品品牌，通过加强品牌建设和推
广，提升农产品的品牌形象，增强消费者的
认可度和信赖度。政府有关部门还需要加强
对农副产品的质量监管，保障产品的质量和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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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举办农村电子商务培训相关部门举办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受访者受访者 供图供图））

围头村的围头村的““乡镇振兴直播间乡镇振兴直播间””

黄巧玲向村民分享直播带货经验黄巧玲向村民分享直播带货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