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市场意识强、懂市场、会营销，是新农人
的重要特征之一。一批在市场中打拼成长
起来的“巾帼新农人”，灵活运用各种营销手
段，不断拓展市场，让家乡的农产品焕发出
新的生机。

走精品路线，滞销大米卖出好价钱

受市场行情变化的影响，家乡产出的昔
日贡米在市场上销售不佳。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巾帼新农人”、雨佳农产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雨佳调整合作社经营模式，重新确定
目标客户群体，开拓中高端市场，并推出“庄
主认种”“粮票定制”服务等营销手段，重振
好稻米的品牌影响力。

“80后”陈雨佳出生在宁安市渤海镇上官
地村。当地有着独特的生态环境，产出的“石
板大米”品质优良，历史上曾为朝廷贡米。前
些年，由于营销方式落后，村里的好大米卖不
出好价钱，甚至出现滞销。2016年，大学毕业
后在中学当体育教师的陈雨佳辞职回乡，接
手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的销售工作，着手
改变家乡大米营销的被动局面。

为了更好了解市场，陈雨佳除了参加各
地的农产品展销会，还几乎跑遍了南方各大
城市，每到一个城市就直奔大超市和粮油
店，观察大米的销售状况，了解哪种大米卖
得好、为何卖得好。在外面调研近一年，陈
雨佳和合作社负责人决定，调整精品大米

“石板大米”的销售策略。
陈雨佳在调研中发现，深圳、重庆、成都

等南方城市对东北大米接受度较高，于是，
她着手新开辟南方市场；原来，合作社大米
都是25公斤装，不太适合城市小家庭消费，
于是，她推出10公斤装、5公斤装和2公斤
装；她找专业人员重新设计，让包装更精美
更有特色，更适合做礼品。

陈雨佳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拍短视
频、搞直播，宣传当地大米的特点和优点，
展现从水稻种植到稻谷收割、加工的各个
生产环节。他们还邀请客户和消费者代
表来种植基地体验农事、感受农耕生活，
拉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和客户的距离。
近年，陈雨佳还探索实施了订单农业模
式，组织消费者到村里来当“庄主”、认购
稻田和稻谷。

如今，上官地村的优质大米拥有了越来
越多的忠实消费者，“石板大米”的品牌更加

响亮，卖出了比以前更好的价钱，合作社水
稻种植面积发展到1800亩，合作社成员凭
着水稻种植走上致富路。

精准营销，“高价鸡蛋”也畅销

一种原本在市场上并不稀罕、也卖不上价
的鸡蛋，大部分养殖户都实行批发销售，江西
省萍乡市“巾帼新农人”、江西新农园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曾珊另辟蹊径，发掘亲子群体的需
求，实施精准营销，最终卖出了高于市场两三
倍的价格，年销售额达到了3000万元。

“90后”曾珊在萍乡市安源区的一个工
薪家庭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曾在外省做电
台主播，2012年回到家乡创业。她牵头成
立了萍乡市鸿远种养专业合作社，在安源区
高坑镇泉江村租山地养殖珍珠鸡和五黑鸡，
月产蛋量近2万枚。

如此规模的产蛋量，销售是一大难题。当
地规模养鸡户都将鸡蛋批量卖给蛋商，省事省
心。曾珊决定自己零售，并定位于儿童群体进
行精准营销。刚开始，合伙人担心会影响鸡蛋
的销量，学贸易专业、又有自产自销经验的曾
珊决定与合伙人“对赌”一把，希望放手让自己
干半年，到时候以销售实绩定输赢。

“对赌”协议定下来后，曾珊一方面邀请
宝妈带着孩子到农场参观、体验，开展亲子
活动，建立互信关系，一方面建立客户微信
群和微信公众号，采取各种方式吸粉。
2014年年底，她组织开展了一次给亲子家
庭免费赠鸡蛋活动，两个月里，公司的产品
就获得了10多万次点击量，公司送出了价
值10万元的鸡蛋，赢得了大批网友的关
注。随后，她就着手把这些网友转化为自己
的客户。

和普通鸡蛋不同，五黑鸡蛋为绿壳。几
经琢磨，曾珊推出了“新鲜蛋”和“初生蛋”两
款产品。新鲜蛋是五黑鸡产下半天之内的
鸡蛋，蛋质新鲜，初生蛋是五黑鸡产下的“处
女蛋”，蛋体较小，形如鹌鹑蛋，宝宝喜爱，一
次能吃两个。

上述两款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宝妈
和孩子们的喜爱，虽然价格比当地五黑鸡鸡
蛋高出两三倍，仍然十分抢手。2015年上
半年，曾珊农场的鸡蛋月销售额就由原来的
100万元增加到200万元。合伙人“输”得
心服口服。

曾珊没有止步。为确保产品畅销、长
销，她一边巩固已有的市场，一边开拓新的
市场。借助渐渐传开的“蛋姐”名声，她利用
各种平台和机会，为自己的产品代言，以清
纯的形象打造“宝贝蛋”品牌。2020年，她
开启直播带货模式，出镜推介自己的产品，
把产品销到了省内外，每年销售额稳定在
3000多万元。

打造新锐品牌，大众水果成功“出圈”

在南方，柑橘种植十分普遍，经营者大

多打产地品牌，个性化不太鲜明。广东省广
州市“巾帼新农人”、广州市启迪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邓迪方大胆引进国外农业种
植体系并加以改良，自创“玫瑰柑”品牌，产
品受到消费者认可。

邓迪方出生在从化区江埔街锦二村，祖
父和父母两代人都是玫瑰花种植户。2014
年在国外读完大学后，她先在广州从事保险
推销工作，一年后回到从化创业。她没有效
仿父母种花，经过考察调研后，在鳌头镇鹿
田村承包一块绿化林地，引进种植经过改良
的沃柑新品种。

沃柑还未挂果，邓迪方就开始谋划和实
施自己的营销策略。专修市场营销的她深
知，品牌是决定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如
何让自己的品牌个性更鲜明、更具辨识度，
邓迪方颇费了一番心思。

灵感来源于实践。刚开始，邓迪方的
种植园使用的都是买来的有机肥。有一
天，她突发奇想，将父母玫瑰种植园里的玫
瑰花残渣收集起来拌入牛粪，制成有机
肥。结果，施入这种肥料的果树长势更好，
结出的果子也更加香甜可口。邓迪方给自
己的柑橘取名“玫瑰柑”，并通过自媒体、社
交媒体、大众媒体等渠道及相关活动进行
宣传推介。

“玫瑰柑”名称独特，自带浪漫气息，经
过一段时间的宣传，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
熟知。2017年底，种植基地首批“玫瑰柑”
开始挂果，产出60多万斤，投入市场后很快
销售一空，给她带来了上百万元的收入。随
后几年，公司与广东省农科院合作研发，陆
续推出了玫瑰柑普、玫瑰柑果酥、玫瑰柑果
汁等系列产品，先后打入省内外的中高端水
果市场，受到消费者追捧。

点评

酒香也怕巷子深，再好的产品
也需要营销。

“巾帼新农人”之所以创业成
功，并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除了
过硬的产品质量之外，还得益于营
销对路而且到位。她们打造了个
性化鲜明、辨识度高的品牌，经过
宣传推介后获得了目标消费群的
认可。她们找准了产品的定位，发
掘了产品的优势，通过一系列的营
销手段，抓住了目标消费群。

在市场化的今天，农产品的销
售越来越离不开市场营销。好的
品牌和积极、灵活的营销，是现代
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希望
广大新农人创业者不断增强市场
意识，在生产质量过硬的产品的同
时，用心研究市场和消费者心理，
创新营销，打造自己的新锐品牌，
在市场经济蓝海中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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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新知新知

■ 余清英 徐志华

入春以来，在重庆市开州区农村，家庭
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开始紧锣密鼓地组织
生产，许多留守妇女成了“上班族”，游客在
果园里体验采摘乐趣，到处洋溢着欢声笑
语……

种养基地挣钱忙

“姐妹们快来哟！客户要白菜。”在竹溪
镇春秋村赵家坝任大姐蔬菜种植基地，随着
负责人任登秀的一声吆喝，在不远处平整土
地的廖桂英、王连蓉等人立即放下手中的活
儿赶过来。她们有的称秤，有的打包，不到
半小时，1400斤白菜就装车运往开州城区
的两家大超市。

“任大姐对我们像家人一样贴心。我们

有时加班，她还要买包子、馒头给我们加餐，
大家做事有干劲。”廖桂英说。

王连蓉与丈夫原本在家种庄稼。2016
年，夫妻俩到蔬菜基地务工，每人每月工资
2000多元，一干就是6年。

任登秀说，近年来，蔬菜种植基地加强
测土配方，实施科学施肥、绿色防治病虫害，
产品提质增效，产业越做越强，常年吸纳劳
动力35人，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在谭家镇凉峰村候家溪冷水鱼养殖基
地，几十名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脱贫户蔡天均与妻子张成桂是基地长
期工。最初，他们没有什么技术，只会打打
杂，如今已成为基地的技术工，收入逐年增
长。去年，他们在开州城区购买了一套新
房，一家人的生活越过越滋润。

候家溪冷水鱼养殖基地创办人蒋开均

介绍，基地吸纳了72名村民稳定就业，并
请来相关专业人员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
让他们都拥有了一技之长，收入大幅增
加。

笔者了解到，近年来，开州区实施乡村
产业提振奖补“百万行动”，对各级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给予奖补，支持他们发展特色
产业，并加强对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培训，增
强他们发展产业的后劲，实现联农带农促
增收。

生态宜居有奔头

“这棵树的柑橘好甜啊，快点来摘哟！”
在临江镇福德村智慧果园，游客们正在体验
采摘柑橘的乐趣。

福德村党支部书记熊炳科介绍，近年，
福德村发展村集体产业，打造智慧果园，16

万棵沃柑树得到有效管护，结出的沃柑味美
多汁、口感香甜，吸引众多游客前去采摘，今
年预计收入500万元。

在产业发展的同时，福德村的村容村貌
也不断改善。近年来，村“两委”积极开展志
愿服务、文明创建等活动，提升村民文明素
质，并在村便民服务中心修建村史馆、礼堂，
建设垃圾分类示范点，乡村颜质越来越高。

“在村里走了一圈，到处干净整洁，每家
每户院落别致，就连垃圾桶都很有特色，真
是个生态宜居的好地方。”在临江镇福德村，
游客谭女士说。

笔者了解到，近年来，开州区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强基础、促改革，推动传
统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转变，让农业有奔
头，农民有盼头，农村有看头，绘出了百姓
富、生态美新画卷。

产业兴旺产业兴旺 村民增收腰包鼓村民增收腰包鼓

无人机授粉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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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乾 邰春 邰芸 文/图

阳春时节，贵州省台江县南宫镇交
密村的苗族妇女，常常三五成群聚在一
起绣花、唱歌，其乐融融。

“不仅能带娃，还能在家门口就业，
没想到从小就会的针线活，现在每月也
能挣2000多块钱。”交密村24岁的绣娘
熊天燕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熊天燕和丈夫曾在广东打工，幼小
的孩子由奶奶照顾。今年，奶奶身体不
好，熊天燕留在了家里照顾小孩，并加入
了交密村“妈妈制造”扶贫工坊，成为工
坊里的第50位绣娘。

台江县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
98%以上，苗族群众十分喜爱银饰刺绣，
许多妇女从小就掌握了刺绣手工技艺。
近年来，台江县依托这一优势，通过设计
支持、品牌推广、市场导入、平台搭建、技
能培训等举措，大力发展苗族刺绣产业，
助推苗族刺绣走向市场，帮助全县7000
多名留守妇女实现了增收。

“我们苗族女孩从小受到刺绣传统
的熏陶，有比较好的功底，但也存在产品
与现代元素融合不够、与市场结合不够
的问题，为此，我们以市场需求为主导，
加大了技能培训，培养了一批乡土人才，
制作出的作品既有苗族特色，又有现代
风格。”苗绣非遗传承人刘忠嫦介绍。

近年，台江县还邀请了多个知名设
计团队，对台江苗绣手工艺品进行重塑
设计，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元素融合，使
产品更加满足市场消费需求。

四月中旬，在河北省泊头市齐桥镇梨园内，工作
人员操作无人机在进行高效液体授粉作业，30分钟
就完成了20亩梨园的授粉。

据介绍，无人机授粉是将花粉、白糖和含有钙、
硼、镁等微量元素的中微肥，溶解在特制溶液里，搅
拌均匀后，通过无人机高质高效精准喷洒作业。无
人机授粉极大地节省人力，提高了管护效率，更能精
确授粉，为梨果的丰收打下基础。目前，在泊头市，
采用无人机给梨树授粉成为越来越多梨农的选择。

近年来，千年梨乡泊头市通过调结构、精技术、
强管理，老龄果园改造提升了，种植模式更现代了，
品种结构优化了。 （据新华网）

日前，中国水稻研究所一个科研团队揭示了温
度影响稻瘟病发生的机制，为科学应对未来气候变
化，有效防控稻瘟病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据介绍，植物病害的发生、发展到流行，温度是
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该研究团队利用水稻—稻
瘟病菌系统，解析了温度调控植物抗病原真菌的机
制，结果显示，22℃时茉莉酸合成减少，导致水稻基
础抗性降低，稻瘟病菌侵染增强；而在28℃条件下，
稻瘟病菌诱导茉莉酸的合成，并激活茉莉酸信号途
径，提高了水稻对稻瘟病的基础抗性水平，抑制稻瘟
病的发生。进一步试验表明，施用茉莉酸甲酯是温
暖环境下提高稻瘟病抗性的有效策略。

（据《科技日报》）

研究揭示温度调控稻瘟病机制

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一角。董宝森/摄

陈雨佳展示他们种植的水稻。

邓迪方在挑选“玫瑰柑”。

台江县南宫镇交密村苗族妇女在做刺绣。

曾珊检查五黑鸡的生长情况。

重庆开州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