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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品控成就高分直播
全市151个行政村5G网络全覆盖，

镇村数字乡村平台初步搭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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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直播带货新模式新路径（三）

朱瑞文：“我们都是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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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 实习生 何婉婷 黎桃菲

产品的特色和质量是直播带货成功的
关键。一些主播往往因为选品不当、选品
不精，而导致“翻车”。因此，选什么产品、
如何把控产品质量，成为每个主播必须面
对的问题。那么，优秀主播是如何操作的？

轻车熟路，主销家乡特产

产品特色是重要的卖点。许多主播所
选的主销产品，基本上都是家乡出产的农
特产品。

浙江省衢州市“助农村播”主播毛玉芬
选择的主销产品，是衢州市衢江区湖南镇
出产的“蛟垄小皇姜”。衢江区山清水秀、
空气清新，土质与气候非常适合小姜生长，
当地已有700多年种植历史，产出的小姜
肉质细腻、纤维含量低、味浓辛辣，生吃烹
饪均可，鲜食腌制俱佳，深受消费者喜爱，
成为浙江省的名牌产品。由于产品选得
好，毛玉芬直播带货和网络销售一路飘红。

“90后”主播“漠里姐姐”牛梦琳选择青
海枸杞作为主销产品。牛梦琳8岁时就跟
着父母来到青海省都兰县的农场。父母和
当地人一起种植枸杞。青藏高原海拔高，
日照时间长，种出来的枸杞肉厚味甜、汁水
丰沛，品质非常好。牛梦琳先是用视频展
示枸杞种植过程和丰收场景，2020年初，
开始在抖音直播带货，一晚上就能卖出
300多单，1年卖出了200吨枸杞。“漠里姐
姐”的知名度一路攀升。后来，她寻找当地
的蜂蜜、虫草、藿香、龙胆、黄芪、党参等农
特产品销售，业绩一直红火。

一些主播还销售利用当地农产品作原
料加工生产的农副产品，销量也非常可观。

“川西高原高山萝卜干、纯甘蔗红糖、四
川钵钵鸡底料、糯米红糖糍粑、辣椒面……”
拥有千万粉丝的博主“川香秋月”吴秋月在直
播间如数家珍，向粉丝推荐家乡的特产和小
吃，不一会儿工夫，货物被订购一空。从短
视频博主到家乡特产带货达人，“川香秋月”
直播带货一路飘红。

吴秋月主销的高山萝卜干，采用四川
省理塘县的高山萝卜为原料加工而成。理
塘县海拔4000多米，所产萝卜皮薄肉嫩，
味道甘甜有脆感，非常有名。凭借高山萝
卜的特色和名气，她第一次直播就卖出了
一万多单。如今，在“川香秋月”的抖音店
铺里，“高山萝卜”已成为主打招牌，顾客的
回购率高达95%。

“信任是打开一扇门的钥匙，而品质才
是让顾客留住的关键。”吴秋月说，“未来，
我们会更用心地做好‘川香秋月’这个特产

品牌，带动更多村民发展特色种植，让家乡
的好产品、特色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还考察了“贤
妻两亩”“贺司令铁棍山药”“张同学”“湘野
红姐”“康仔农人”等主播的抖音直播间，发
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从家乡特产特别是名
优特产入手，直播带货量大，粉丝回购率一
直保持高位。

专家表示，选择家乡特产特别是名优
特产，是许多主播的制胜法宝。特产的生
产环境和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往
往为其他地方所不具备。消费者出于好奇

和尝新心理，对外地特产情有独钟。名优
特产的品质早已经过当地消费者的检验，
有着较高的信誉度，因而也经得起外地消
费者的检验。此外，这些带货主播长期生
活在农村，熟悉当地农产品的生产环境和
产品品质，网友们相信他们的人品，从而也
信任他们推介的产品。

把控质量，提高粉丝复购率

有些农产品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和质
量标准，而且大部分生鲜农产品不耐储运，

在运输环节容易损坏，给直播带货的售后
工作增添了许多麻烦，不少主播曾因此频
频“翻车”。因此，把控好产品质量，成为主
播们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牛梦琳对于品控有一套严格标准：从
果子的颜色、口感、形状，再到肉质厚度、
颗粒匀称程度以及破损率高低，她都要
层层严格把关。在如此多维度的标准之
下，通常100吨枸杞里只有20吨可以达
到合格标准。

“90后”博主贺贯全原来是在郑州上班
的白领，2019年到农村创业，选择河南温
县的铁棍山药作为主销产品。铁棍山药是
温县的地标产品，品质和口碑都不错，即便
如此，他仍然严格把控所售产品的质量。

据他介绍，每次发货之前，他们都要对
山药进行4道人工检查、筛选，有外伤或者
有虫眼的一律剔出，还要手测山药的单根
尺寸和重量，确保其规格大致相同，装箱
后，还要进行一次抽检，保证每一箱的品
质，减少后期售后问题。由于产品质量过
硬，粉丝复购率一直保持高位，在直播旺
季，日销量保持在500~1500单。

据记者观察，在开直播之前，许多优秀
主播从选取带货产品、确定合作商家，到配
备客服、建立仓库、确定物流单位等各个环
节，都做了充分准备，以保证直播带货的顺
利进行，不辜负粉丝的信任。

抖音网红“张同学”通过拍发短视频，
红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由于担心做不好品
控，一直没有给农产品带货。今年6月，在
粉丝们的鼓励下，他终于决定开直播。为
了确保主销产品的质量不出问题，他亲自
跑到各供货方的生产现场进行考察，从种
植到加工、仓储等各个环节，详细了解。首
次直播，他交出了一份精彩的成绩单：3个
小时卖出了9.1万单农特产。

新东方在线CEO孙东旭表示，东方
甄选对供应商的要求十分严苛，优先选
择与那些好评多、品质顶尖的商家合
作。他们还经常通过匿名购买的方式，
来检查实际商品质量与供应商提供的样
品是否一致。

专家表示，如今，经常网购的消费者对
农产品品质和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
是网红明星还是草根主播，名气再高，口才
再好，一旦所售产品出了质量问题，之前建
立的口碑都会崩塌。因此，每个主播及其
团队不但要选择有质量保证的产品，还要
制定自己的品控标准和制度，在出货之前
对每件产品进行严格筛选、抽检，确保产品
合格率，提高产品优秀率。只有综合考虑
直播带货的各个环节，并做好突发状况的
应急预案，才能保证直播带货持续赢得消
费者的信赖和口碑。

家乡特产特别是名优特产，是直播带货的制胜法宝；严格把控合格率，提高产品优秀

率，是农产品带货成绩亮眼的不二之选——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
■ 田城 王秀娟

在湖北省阳新县黄颡口镇黄颡口村，
阳新县瑞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瑞文应用农业科技，将食用菌和蔬菜种
植做成大产业，为当地村民开拓了一条增
收致富之路。

日前，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进瑞
明生态公司的生产基地，听这位湖北省“最
美巾帼奋斗者”讲述她的创富经验和助农
故事。

41岁回乡创业，500万元投在土
地里

朱瑞文是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人，
2014年以前一直在城里务工、经商，年入
百万。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了解
到食用菌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价值，萌生了
自己种植食用菌的想法。经过一番考察
后，41岁的她和丈夫一起回到丈夫的老家
——黄颡口镇黄颡口村，开始了再次创业
之旅。

花了一年时间，朱瑞文完成了土地流
转，建好了种植大棚和厂房，还从随州请来
菌类种植技术人员，指导种植。她先在4
个大棚里种植灵芝，“灵芝孢子粉经济价值
非常高，市价高的10000元一斤。”

灵芝种植成功后，她又尝试种植羊肚
菌、香菇、白参菌、黑木耳等食用菌，基地规
模扩大到350亩，两口子攒下来的500万
元全部投在了土地里。

创业之初，朱瑞文对农业完全是“门外
汉”，不懂种植技术，种出的食用菌产量不
高，品质较差。为此，她不断学习、刻苦钻
研，根据当地气候特征和土壤特性进行种
植，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大幅提升，深受市
场欢迎。

今年，基地的两项主打产品——羊肚
菌和赤松茸菇产销两旺，产品直供黄石地
区各大酒店以及社区直供平台，销售收入
达190万元。

“全时耕种”、循环农业，创新模
式提升效益

提高土地利用率是增加种植收益的有

效途径之一。经过向专家请教，朱瑞文实
行了“多作物轮作+多作物套种”模式，实现
了一年四季“全时耕种”。

食用菌是基地的核心作物，其生产季
节主要集中在每年10月至来年4月，其余
季节，朱瑞文在大棚里种植了各类经济作
物，如玉米、芝麻、香瓜、西瓜、红薯等等，一
个大棚，每年种植一种或者两种作物。

“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什么经济效
益好就发展什么。”朱瑞文介绍。

此外，她还利用大棚弯管套种了爬藤
类作物，在高竿作物之间“插花式”种植了
低矮作物，把每一处空间都利用起来。

循环农业既可以保护生态，又可以充
分利用资源。基地每年产生大量的废弃菌
棒，朱瑞文用它们作基肥，既节约了一笔购
买肥料的费用，又提高了土壤有机质，解决
了使用化肥导致的土壤板结问题，促进了
作物生长和产品品质的提高。

在土地上摸爬滚打了8年，朱瑞文从
一名农业“门外汉”，成长为一个掌握种地
绝活的“土专家”。如今，她带领乡亲们建
立起了以富硒食用菌为特色，集食用菌种
植及加工、水果药材套种、休闲观光、农副
产品收购加工批发于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
链，年产值达500多万元，年纯收入200多
万元。

联农助农，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都是追梦

人”，在瑞明生态农业公司的墙面上，书写
着这样两行大字。朱瑞文表示，她时刻用
这两句话自勉和勉励公司的员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致富带头人，朱
瑞文始终心系村民特别是困难群众，通过
发展产业、提供就业岗位，帮助一批批群众
实现了增收致富。

她告诉记者，公司生产基地共有固定
工和中短期工160余名，其中，女性占了
九成。为解决农村部分留守妇女和老人
劳动时间难以固定的问题，她采取了时薪
结算制，即以1小时起算，每小时报酬为
10元，工人随来随做，做完即走，极为灵
活、方便。

除此之外，朱瑞文还免费向周边农户
传授种植技术和经验，带动农户发展食
用菌和蔬菜种植1000多亩。她按市场价
格收购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利用公司的
渠道统一销售，解决了当地农产品销售
难的问题。近年来，公司辐射带动妇女
200人，帮扶困难妇女10余人，户均增收
2万元以上。

今年夏天十分炎热，朱瑞文依然每天
都要到地里干活，皮肤晒得“又黑又
亮”。晚上，她还要带领工人们给第二天
一早发运的农产品打包，常常一干就到
了深夜。

“希望带动姐妹们掌握更多生产技能，
实现增收致富，为黄颡口镇的产业发展和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朱瑞文说。

■ 汪志

这几天，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老家村里，
县剧团送戏下乡，父老乡亲坐在舞台底下
观看“乡戏”庐剧。有“发小”把演出的视频
发到微信群，我激动地跟着剧中的唱腔哼
唱起来。

老家地处皖江岸边，文化底蕴深厚，自
打我记事起，庐剧、黄梅戏等地方乡戏就一
年四季声声不断。一座简易的戏台，各式
各样的戏装，委婉动听的唱腔，眼花缭乱的
场景，每每吸引着三乡五镇的众乡亲前来
观看，台下不时传来喝彩声，让人经久难
忘。

乡戏，因选唱的剧目都是以反映古代
劳动人民生活情趣和爱情为主的传统故
事，故在老家被称为“老戏”，如《秦香莲》
《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女驸马》等
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戏也非常盛行，
除了逢年过节外，农闲季节也唱戏，不拘形
式，不拘规模，不拘场合。那时，农村家庭
也有了收音机。当时的省广播电台有一个
地方戏节目，几乎天天播放乡戏。我们家在村上第一
个买了收音机，父亲经常把收音机带到田埂上去听。
我的二叔也爱听乡戏，每到收音机播放乡戏节目时，他
便把桌子搬到门外，把家里新买的收音机放到桌子上，
音量开到最大，村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

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不大可能完全明白剧情，但耳
濡目染中，也慢慢喜欢上了家乡的老戏。后来，我外出
求学，毕业后又到几千里外的北方工作，就很少看到老
家的乡戏了。如今，一晃30多年过去了，每每在广播、
电视及新媒体上听到故土的乡戏，就情不自禁地想到
了老家，一幕幕难忘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重庆雄驰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李钰婷展示
涪 陵 茨 竹 沟 竹
笋。她正在建设
的竹笋加工厂预
计年产竹笋3000
吨，将带动 50 人
就业。

夏斐然 文/摄

■ 宣金祥 唐福林 胡建国

“有了这个实时监控设备，蔬果基
地不仅有高科技设备帮着管理，可再
扩大种植规模，咱还能安心睡个踏实
觉，不用昼夜不停地睁大眼睛看守
了！”安徽省天长市汊涧镇蔬果种植大
户周福军开心地向种植户介绍“数字
乡村智能设备”的种种好处。

原来，今年初夏，天长移动上门服
务，为周福军蔬果大棚安装了居家安
防监控设备，从此，他可以通过手机实
时监控蔬果大棚情况，以前经常让他
发愁的种植基地管理和安防问题得到
了解决。

今年以来，天长市乡村振兴局和
天长移动以打造“数字乡村”为切入
点，创新数字乡村智能化发展新模式，
构建数字乡村智能化平台建设，满足
现代农业、美丽乡村和群众生产生活
的信息化需求。截至目前，全市建成
近350个移动5G基站，实现了14个
建制镇151个行政村5G网络全面覆
盖，镇村数字乡村平台也初步搭建完
成，目前覆盖用户达2万户。

“未来平台将逐步融合更多功能，
应用各类实时、远程、全方位监测技
术，促进农村种植、养殖产业产出效率
不断提高，加快传统农业生产向现代
农业转型。”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兼乡村
振兴局局长叶恒田说。

“漠里姐姐”牛梦琳在晾晒枸杞。 （抖音视频截图）

贺贯全在田间直播。 （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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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文展
示她种植的食
用菌。
（受访者供图）

不惑之年，她和丈夫一起回乡创业，8年建起以食用菌为特色

的生态农业产业链，带领村民走上产业发展致富路——

安
徽
天
长
：

丰收节将到,农产品俏销

重庆涪陵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百汇广场首届金秋消
费节上，28家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共展销268款产品，
打糍粑、猜灯谜，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五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图为商户展示涪陵江东无花果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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