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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女孩“沉浸式”直播挖藕，在
泥巴地热销洪湖水产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
呀嘛是家乡啊”，正如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所
唱的那样，湖北省荆州市洪湖一带是著名的鱼
米之乡，这里的莲藕和菱角更是品质优良。一
个返乡创业的“90后”洪湖姑娘用电商直播这
个“支点”撬动了更多泥潭里的物产销量，她就
是当地“新农人”的代表赵聪。

从在大城市做财务工作到走进藕塘跟泥
巴打交道，赵聪的个人转型其实并非一帆风
顺。一方面，老乡们对电商直播知之甚少，甚
至觉得是不务正业；另一方面，万事开头难，直
播间里最初整整四个月只有几十个人。

做抖音电商之后，她给自己起名“赵美
丽”，她喜欢这个名字的语调，读起来好像整个
人都是上扬的。

顶着这个名字，她穿上连体衣就跳进泥
里。她的直播间就是藕塘，周围没有助手，没
有堆叠成山的卖品，没有花花绿绿的广告牌。
只有她一个人，对着手机镜头说：“大家好，我
是洪湖赵美丽。”她称这种直播方式为“体验式
直播”，可以让粉丝们实实在在地看到莲藕是
如何从淤泥里挖出，送到他们手里的。

2020年 6月的一天，赵聪如往常一样到
藕塘拍短视频，水中藻荇交横，天光云影斑
驳。雨来得突然，她像小时候那样擎起荷叶
遮雨，对着镜头介绍雨后的莲子像翡翠一样，
格外好吃。

视频刚上传到抖音主页，手机就没电关机
了。等到晚上回家充上电，才发现浏览量高达
30万，第2天50万，第3天60万……她顺势重
启直播。正值菱角收获的季节，她一下子卖出
200多单菱角，信心也重新建立起来。

和莲藕一样，菱角也是当地的地标性农产
品。《洪湖水浪打浪》里唱“四处野鸭和菱藕
啊”，“藕”指的是莲藕，“菱”则是菱角。菱角的
根扎在淤泥中，叶子像浮萍一样漂在水面，采
菱角的人坐在一米宽的盆船，穿梭在满塘碧绿
中，将一只只藏在菱叶底下的菱角揪出来放入
盆船中。

2022年的菱角季，连片的菱叶铺满水面，
赵聪延续了之前的“体验式直播”。她坐在盆
船中，掰开刚捞上船的菱角，对着镜头展示壳
里白生生的肉。那段时间，一场直播的在线观
看人数有时会超过1万，菱角也卖出了上万单。

在大气候中坚守至今，拨云见日，她也在
洪湖形成了一片小气候。销路不断打开，一些
原本质疑她的当地人也渐渐明白，她是真正做
事情的人。

到了采摘季，农户们都盼着“小赵”来收
货，每次都要留她吃饭，一群人坐在一起，会聊
起从前的误会，“没想到小丫头真的能把东西
卖出去”。

他们也会跟自己的子女讲“洪湖赵美丽”
的故事，年轻人的视线被拽回家乡，各式各样
的直播间在藕塘落地生根。赵聪有时会感叹，

3年前这里还只有自己1个人在做抖音电商，
现在差不多有50个。

直播间增多也产生了连带效应，在各种农
产品上市的季节，主播们涌进农户家，挖光藕
塘还是供不应求，单价也随之上涨，原本2元一
斤的莲藕涨到2.5元一斤，合计到一亩地里，农
户可以多赚几千元。

今年春节前的年货节，2000多个订单从
全国各地涌进“洪湖赵美丽”的抖音店铺，洪湖
的藕粉、莲子汁、藕汁成为千家万户年夜饭宴
席上的美味。

大学生回乡创业，素颜带货展现农
产品最真的样子

来自甘肃定西农村的张明霞，今年 27
岁。大学期间她开过小店、送过外卖，但各种

尝试都没能成气候。生在农村的张明霞从小
就知道父母为了卖出山货有多难。

她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村里来人收土豆。
定西的土豆，因为日照充足，淀粉含量高，是出
了名的好。但那人给的价格太低了，她爸妈觉
得不公平，就没答应。第二天，爸妈满以为能
多要两分钱，没想到，人家出价更低了。第三
天，那人直接放狠话：要么低价给我，要么就等
着烂地里吧！没办法，她爸妈只好把辛苦种了
一年的土豆，都贱卖了。胖娃娃一直记得这个
辛酸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她辞掉工作，和同学一起创
立抖音账号@甘肃胖娃娃在助农，卖起了家乡
各类农产品。素颜带货的她，在一众高颜值主
播中显得格格不入，但也正因为她朴素的面容
和憨厚的形象，收获了20多万粉丝。

创业之初，张明霞和大学同学杨小强几天
跑了甘肃十几家果园，只为上架最优质的农产

品，承诺直播间不开美颜以保证水果最真实的
状态。毫无直播经验的她在仅有14个粉丝的
情况下开播了，但首次直播效果并不理想。张
明霞并不甘心，写好特产介绍、对着镜子反复
背诵、练习，由于准备充分、直播次数增加，她
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粉丝。随着一单又一单的
苹果被卖出去，她重拾信心。

“有人在评论区说我胖，我干脆取名‘甘
肃胖娃娃在助农’。”面对不同声音，张明霞认
准一个理，“只要能卖出山货，什么问题都不
是问题。”

穿上大红棉袄，备好提前泡好的定西宽
粉，打开直播间，现在张明霞可以自信满满地
站在镜头前，大方流利地向粉丝介绍家乡山
货，不时还要从滚烫的锅里捞出一根晶莹透亮
的粉条，大快朵颐。

甘肃是农业大省，农产品种类多。张明霞
认为家乡的宽粉和土豆等农产品也都值得和
消费者分享。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要到更多、更
远的地方去找货源，投入的成本也会更高。为
此，他们筹钱长租了一辆汽车，开始了在甘肃
省内的“寻宝之旅”。

品质是电商的生命力。从民勤蜜瓜、兰州
百合到陇南蜂蜜、松茸等农产品，张明霞和团
队成员实地调研，精挑细选，严把品质关。

如今，他们平均每天在抖音电商卖出
1000多单，平均每场直播有20万+观看。在
抖音电商“山货上头条”助农项目的支持下，张
明霞不仅把家乡的农特产卖向了全国，还带动
了当地乡亲们增收。她说，未来也会不忘来时
路，让更多甘肃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

58岁非遗传承人，打开守护花丝镶
嵌老技艺的新渠道

来自北京的何青，今年58岁，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花丝镶嵌代表性传承人。因为雷
厉风行和来去无踪的买卖风格，何青被北京收
藏界的老把式们称作“何仙姑”。

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何青自小就对中国
传统工艺品具有极大兴趣。1993年，她辞去
安稳的大学教师工作，着手工艺品外贸生意，3
个月便赚到20万元。为了将精美工艺品留在
国内，1996年，何青结束海外生意，在北京西
四羊肉胡同开了一间不足11平方米的花丝镶
嵌工艺店，取名为“大方元”，这也是她守护、传
承花丝镶嵌工艺的起点。

每一个走进何青家里的人多少都会有些
诧异，她收回来的物件儿，不光是摆在博古柜
里欣赏，更多的是成筐成箱地堆着。她茶余饭
后最大的嗜好就是待在库房，“只要埋在那货
堆里边儿，我就高兴得不得了”。

这堆“货”种类繁多，其中最多的是花丝镶
嵌工艺品。花丝镶嵌工艺采金为丝，妙手编
结，嵌玉缀翠，明朝时皇帝的冠冕就是这项工
艺的集大成之作，后来位列“燕京八绝”(玉雕、
景泰蓝、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
毯、京绣)之一。

在密云的一片厂区内，有一座3层楼的库
房，里面存放着何青30年来的收藏。日子久
了，往里面塞东西越来越难。她有时望着半生
的心血会陷入巨大的迷茫：“等到我百年，花丝
镶嵌工艺和工艺品要交给谁？”

2021年，在儿子的支持下，何青在抖音开
通账号@何姐聊收藏，直播讲解玉石蜜蜡和花
丝镶嵌工艺。刚开始在抖音电商直播带货时，
相比玉石蜜蜡这类介绍，一讲到花丝镶嵌工
艺，直播间在线人数就会下滑。

但何青一直坚持着。2022年6月，何青在
直播中讲到花丝镶嵌工艺是“燕京八绝”之首
时，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忽然变多。站在直播设
备背面，何青的儿子举起一张纸：何老师，把花
丝讲透。

何青顺势大谈花丝，黄金千锤成丝，她几
十年的积淀信手拈来，甚至找到了30年前当
老师的感觉。那天，随着花丝镶嵌工艺越讲越
透，一连几个上架的花丝工艺品都被一抢而
空。到直播结束时，在线人数达到6000多人，
比从前翻了一倍，收工已是深夜。何青记得当
时儿子非常坚定地说：“妈，年轻人完全可以喜
欢花丝镶嵌，关键就是要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传播。”

她也有了自己的感悟：“我发现花丝镶嵌
工艺在抖音电商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以前
都说花丝工艺品卖不出去，其实是因为人们不
了解，也没地儿了解。当有人知道的时候，是
有人为它买单的。只要这东西有人买单，一准
儿就能传承下去。”

在这个正向循环中，@何姐聊收藏 的粉
丝一年涨了180万，累计卖出工艺品超30万
件。她说，要和儿子继续“守艺”，让中国传统
工艺“飞入寻常百姓家”。

辞职做抖音，这位清华妈妈是认
真的

马兰花原本是一家股权投资公司的投资
经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及硕士毕
业，拿着高薪、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还是两个
孩子的妈妈。如今，她已辞去高薪工作一年
多，成为一名抖音内容创作者（抖音号：清华妈
妈马兰花），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将一些
被自己研究与阅读过的育儿绘本分享给粉
丝。2021年，马兰花通过抖音电商推荐图书，
单月商品交易总额突破了1000万元。

2022年，对于马兰花来说也是忙碌的一
年。她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一年总共直播了
将近200场。”最忙的时候是9月份，马兰花的
团队连着跑了几场图书、玩具和童装的展览

会，一直奔波在路上，有几次在火车上都在忙
选品和直播的准备工作。“2022年11月7号日
是我们直播两周年专场，单场直播的销量超过
两万单。”

2022年暑假期间，马兰花和团队在抖音
电商上策划了一场“花开仲夏阅读会”活动，带
领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打卡”亲子阅读。这
场活动带动近千名小朋友坚持完成了50天的
阅读打卡。这次活动过后，很多参与其中的家
长表示，阅读已经成为自己孩子每天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2022年年中，马兰花用两个月的时间来
思考、沉淀，在选品和团队等方面都做了一些
调整。在很多人看来，放慢脚步做出调整会消
耗之前的成绩和积累，但她并不这么看：“我觉
得恰恰是这两个月的‘慢下来’，让我对我自己
和账号的定位、方向想得更清楚了，从而有了

‘再出发’的动力。”
对马兰花来说，一方面，她的团队在产品

种类、产品内容和产品质量上不断做“加法”，
突破了图书的单一品类，做了更多桌游、玩具、
服装等类目的拓展；在图书类目上，马兰花的
团队依然重视好内容，以“发现好书、推广好
书”为己任，发掘了许多好玩、益智、有助于亲
子关系培养的桌游和玩具。“对我来说，这些都
是不断迎接挑战、突破舒适区的经历，让我和
团队都得到了成长。”

另一方面，马兰花自己在人际关系和情绪
上做了很多“减法”。这也是她跟孩子相处中
掌握的新经验。孩子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会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他们学习上会有一些
小的弱点、他们开始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在过
去的一年，马兰花尝试让自己在面对这些问题
时做减法。就像她今年很喜欢的一本书名说
的一样——《我想赢，但也不怕输》。

对于2023年的发展，马兰花坦言，自己依
然会陪着大家发现更多的好书好物，陪着孩子
们快乐成长，对家庭和社会都能发挥更大的个
人价值。“也希望能够多出去走一走，多与出版
社、绘本作者、桌游工作室进行一些互动，也多
和家人、粉丝一起看看外边的风景。”

被拐弟弟回家后，她把治愈童年的
力量带给百万人

2021年12月，历时14年，寻子父亲孙海
洋找回了他被拐的儿子孙卓。一时间，这个家
庭受到大量关注，包括此前一直在公众面前

“隐身”的大女儿孙悦。
孙卓被拐那年，孙悦10岁。记忆中的家，

总是围绕着记者和警察的身影，她聆听爸爸的
崩溃、妈妈的哭泣，目睹他们激烈地争吵。每
当她被家里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就会躲进
书籍这个“避难所”。没钱买书，孙悦就在周末
去逛书城，每翻到一本喜欢的书，就一屁股坐
在地上，直看到太阳落山。

年纪渐长，孙悦的梦想变化了好几轮，唯
独热爱阅读一事不曾更改。每个阶段的阅读，
都给她带来不同的影响，也给予她源源不断的
精神力量，让她得以度过不那么美好的童年时
代，成长为今天的她。

孙卓回家时，孙悦刚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研究生毕业。尚未确定求职方向的她，暂时
陪伴在家人身边，用抖音记录一家团圆的生
活。爸爸鼓励她：“学了那么多知识，干吗不
用？”她尝试发挥所长，在抖音做起了阅读分
享，把成长过程中支撑她的力量带给更多人。

起初，她在众多日常生活视频中间，偶尔
会分享一些读书笔记，结果发现评论区下多是
询问书名的留言，不少粉丝也私信让她推荐书
籍。她心想，既然网友相信她荐书的眼光，自
己也有分享的动力，就不妨试试看。

《云彩收集者手册》是孙悦推荐的第一本
书。这是一本关于云的科普小册子，收录了全
世界云彩爱好者镜头下的云。“看云是一种生
活态度。”孙悦在短视频中说，希望人们在努力
奔跑的路上，不要忘了抬头看一看变幻莫测的
天空，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几天后，有粉丝
感谢她的分享并留言说，读完书后再去看云，
真的会让自己对压抑的工作感到释然。

她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件值得继续做下去
的事。她的粉丝以女性居多，其中很多是母
亲，她们的烦恼，通常是不知如何给孩子挑选
合适的童书。这个时候，她会仔细分析情况，
认真地给出自己的建议。

她讲话条理清晰，观点独到，推荐的书目
总能击中人心。在一条视频中，她介绍了为小
弟挑选的绘本《孩子读得懂的山海经》，带动该
书售出4万多套。2022年9月，孙悦出版了记
录父亲寻子14年的书——《回家，14年又57
天》，这本书饱含深情，文笔细腻，在抖音电商
一经发售就进入图书销售榜前三。从书籍的
推荐者到创作者，不变的是孙悦用文字构建精
神世界的初心。

最初，大多数人关注孙悦是为了看孙卓，
现在，孙悦靠自身的学识受到认可。有粉丝就
曾给她留言说：“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孙卓姐
姐，而是因为你是孙悦。”

孙悦曾分享了自己“一口气”读完的《一间
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谈到阅读感受与分享初
衷，她说，合上这本书时就想一定要发出声音，
要让更多的女性读到这本书，并引用了书中的
一句话：成为自己比成为其他的任何东西都要
重要得多。她希望女性更多地爱自己，并且理
解两性之间不应当是对立，而是相互尊重。

目前，孙悦分享的书籍主要有两大类别，
一类适合小孩子，一类适合成年人。同时，她
尤其喜欢分享与女性成长相关的书。这位凭
借知识出圈的女孩，有着自己推书的原则——

“真正有价值、有力量的书”。

她们在兴趣电商，焕发新力量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

际，抖音电商于3月1日推出了“抖

音38好物节”活动。作为今年首个

春季电商大促，“抖音38好物节”继

续发力商城货架，上线跨店每满150

元减 20 元活动，以优价回馈消费

者。平台还出资提供数千万张消费

券，提振春季消费。

该平台在大促期间围绕女性消

费者的需求，针对服饰、美妆、食品

生鲜、3C数码、个护家清等重点品类

及品牌货品给予亿级流量及补贴倾

斜，并联合多个行业为女性用户打

造了春季主题活动、“38好物节品牌

心动礼”“精选联盟品类日38专场”

等特色活动，帮助女性消费者找到

适合自己的春季打开方式。

在各自领域里持续耕耘的女性

创作者们，也在电商平台里焕发着

新的“她力量”：“90后”姑娘@洪湖

赵美丽 返乡创业，走进藕塘跟泥巴

打交道，让家乡的莲藕、藕粉等特产

登上更多城市家庭的餐桌；大学生@

甘肃胖娃娃在助农 毕业后素颜直

播带货，只为展现农产品最真的样

子；58岁的非遗传承人何青，借助抖

音@何姐聊收藏 账号打开守护花丝

镶嵌老技艺的新渠道，受到诸多年

轻人喜欢；@清华妈妈马兰花 在直

播间分享好书的同时，不断突破自

己，为更多家庭发掘有助于亲子关

系培养的桌游和玩具；当被拐十多

年的弟弟回家后，姐姐@孙悦 把治

愈童年的力量带给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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