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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消协发布2022年“618”消费维

权分析报告，数据显示，6月1日至6月20日

期间，共收集吐槽类“消费维权”信息

5540365 条，占“消费维权”信息总量的

15.9%。收集有关“直播带货”类负面信息

237115条。其中，有关违反常识的农产品带

货直播考验消费者忍受限度的讨论引发关

注。违反常识的农产品带货直播到底是什

么内容？为什么会引起众多网友的吐槽？

违反常识的农产品带货直播引发关注

在一个推销山竹的视频中，商家从地上

捡起一条藤上挂着六七颗山竹的藤蔓，随手

摘一颗，切开向观众展示。在另一段视频

中，山竹又密密麻麻地长了在树干上。实际

上，山竹的果实和苹果等水果一样，都结在

枝头上。海南省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副所

长吕小舟说：“山竹长在树干上，这个说法是

不对的，因为山竹是热带水果，结果在枝梢

上，从主干上看不到的。”

在这个视频中，卖家用醒目的标题写着

“四季结果草莓树”。而草莓，顾名思义，是

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更有甚者，还出现了

鸡蛋树的视频。

虽然在评论区里能看到不少网友质疑

他们违反常识，但此类视频仍大量充斥在日

活量几亿的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平台上。

违反常识追求流量 伤害产业健康发展

四川农村电商小李：“刚开始的时候直

播根本就不用投钱，都会有流量，因为毕竟

直播的人很少，消费者在农户直播间买的概

率就很大，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你打开手机

随时都是直播间，所以就需要花更多的钱去

买跟你对标的、购买力很强的那种人。”

随着电商直播卖货行业的竞争越来越

激烈，以及大部分农村主播自身流量有限，

带货效果不够理想，一些卖家开始用内容夸

张、违反常识的视频来博取流量。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主任王四新说：“直播它是一个有法律

明确要求的活动，它需要你传递的信息是真

实的客观的，以明显违背法律法规的一种方

法来获取流量，这种风气也会破坏整个直播

行业的健康良性稳定发展。”

多措并举 构建健康的农产品直播生态

农产品带货直播不仅仅是靠流量，更要

靠质量。专家指出，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构

建健康的农产品直播生态。

今年六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

旅游部共同制定了《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其

中明确规定：网络主播在提供网络表演及视

听节目服务过程中，不得出现夸张宣传误导

消费者等违反广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对问题性质严重、多次出现问题且屡教不改

的网络主播，应当封禁账号，将相关网络主

播纳入“黑名单”或“警示名单”，不允许以更

换账号或更换平台等形式再度开播。

王四新说：“像这种违背诚信原则而进

行的销售活动，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对

它进行监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针对

平台以及主播违法情节的不同，分别适用不

同的法律。”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7月5日，向学明在重庆主城

基本敲定了一笔100万元的消费

帮扶订单。与此同时，在200公里

外的石柱县大歇镇农村电商综合

服务站，10余名村民正在马不停

蹄地将豆腐干、腊肉、炒花生等农

产品打包，他们要抢抓完成这笔订

单的发货。

销售石柱土特

产，带动 600 余户

农 户 ，年 销 售 额

4500万元，这是石

柱电商达人向学明

奋斗6年多交出的

“成绩单”。

2016 年，向学

明在家乡开设了自

己的首家网点，并挨

家挨户动员村民发

展产业，帮助他们在网上售卖。但

由于村民没有经过统一的培训和学

习，种出的农作物质量参差不齐，加

上物流、加工等配套不完善，效果并

不理想。

2017年，充分总结了经验后，

向学明拿出15万元积蓄，成立了

大歇镇第一个农村电商综合服务

站——一个集农产品仓储加工、线

上交易、线下体验、物流配送、培训

孵化、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电商平

台。这一次，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

后，向学明采用“以销定产”的逆向

发展模式，引导村民种植黑花生、

小米花生、糯玉米等，再通过电商

服务站辅助收购，分装、销售，电商

事业自此迈入正轨。

平台越做越大，向学明越来越

忙碌，他带动周边10余名农村青年

做起了电商，培养了自己的团队。

2020年，在央视联合拼多多共同举

办的“2020中国农民丰收节 金秋

消费季”“庆丰收，为老乡拼一单”活

动上，向学明更是作为西南地区代

言人之一，身穿土家族民族服装，为

家乡代言。 （据《重庆日报》）

本报渭南讯（全媒体记者

陈小文）为加快推进农村电商创新

发展，挖掘培育农村电商人才，推

动电商直播与大荔名优特产、乡村

振兴、生活服务、文化旅游、招商引

资融合发展，近日，以“晒红同州

网嗨助‘荔’”为主题的陕西省渭南

市大荔县首届网红推介大赛启动。

“瓜果飘香同州府，美食美景

大荔县。近年来，我们坚持以‘双

轮驱动’为引擎，以‘三个率先’为

抓手，大力发展标准化冬枣基地

42万亩、时令水果45万亩、设施蔬

菜36万亩，认证大荔冬枣、高石脆

瓜、大荔花生、大荔西瓜、沙苑红萝

卜、沙底辣椒、大荔黄花菜等国家

地标产品7个，特别是大荔冬枣设

施栽植面积全国最大，连续7年位

居中国果品品牌价值榜20强，品

牌价值53.68亿元，枣类排名全国

第一。先后招引培育电商企业

1300余家、网店微店4600余家，

电商、微商从业人员达到 3万余

人，线上交易总额28亿元，居全市

第一”。推介大赛的开幕式上，大

荔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卢高昌对

大荔农业发展现状作了简要概述。

“我叫石敏，网名：石头哥美美

美，作为一名‘网红村长’，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将进一步坚定信心、

大胆创新，充分发挥网络自媒体的

优势，进一步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新方式。推介农特产品，为农民

群众创造一条更宽广的致富之路；

推介美食、美景，为特色文化旅游

产业增添一个新的网络平台。为

促进全县的文化、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贡献出自媒体人的积极作

用。”随后，来自羌白镇太丰村的

“网红村长”石敏，代表大荔县从事

电商的众多自媒体人表达出自己

的心声。

当前，随着网络直播的异军突

起，农村电商加速赋能，对农民来

说，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变成新

农活，数据变成新农资，农产品直

播带货已成为农村电商营销的重

要途径。大荔县举办首届网红推

介大赛，正是抓住该县特色资源优

势，通过“直播＋网红＋名优特产”

的方式，构筑大荔电商新高地。希

望电商企业、网红主播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广泛宣传推介销售大荔县

特色产品。通过推动电商发展，促

进农业转型，带动农民增收，为实

现“大美大荔共同富裕”贡献更大

力量。

金湖小龙虾、南望村金丝皇

菊、金绿源草莓……近日，江苏省金

湖县一批农产品亮相“总经理助农”

专场直播农副产品活动，短短一个

多小时，销售额便突破6.5万元。

金湖农产品热销是江苏鼓励

农产品“触网”，激活乡村经济新业

态的缩影之一。笔者在多地采访

发现，运用直播、“上云”等数字化

手段助力乡村振兴蔚然成风。

最近，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的

特色果品葡萄上市，当地成立“礼

嘉优农”直播团队，以公益助农直

播形式为农产品打开数字化销路。

常州礼新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陆校金种植60亩葡萄田，培育了

多个热销品种。他告诉笔者，“去年

通过直播，线上销售额达20多万元；

今年刚开市，每天的销售额已有一

两万元，预计业绩将超过去年。”

苏州市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出

产的翠冠梨果皮细薄、肉脆汁多，每

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尝

鲜。为进一步提高翠冠梨的知名度，

通安镇举办“通‘新’惠农，与‘梨’相

约”电商直播新业态技能培训，引导

和培育乡村经济新业态发展。

参加培训的树山村村民袁卫

英说：“我们要做‘树山主播团’！”

原来，她日常喜欢拍短视频为自家

农产品促销，这次有机会向专业的

老师学习、请教，坚定了她提升翠

冠梨销量的信心。 （刘巍巍）

晒红同州 网嗨助“荔”

陕西大荔首届网红推介大赛启动

向学明：年销农产品4500万元 上央视为家乡代言

农产品“触网”激活乡村经济新业态

前段时间，原本还在为西瓜销

售发愁，可是转眼间，4个大棚的

西瓜就被游客采摘一空，价格还比

市场价高，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秦

皇台雨昂生态园负责人董玲红的

心里乐开了花。

“2020 年，我们建起了占地

330亩集采摘、垂钓、餐饮于一体

的生态园，虽然建起来了，但是因

为没有知名度，客流量非常少。”董

玲红说。

年轻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网

络。董玲红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每

天在群里推送生态园的图片和视

频。可是，就在前来垂钓和采摘的

人员越来越多、生态园开始走上正

轨的时候，今年3月份，疫情出现

反复，生态园陷入了低谷。

看着冷冷清清的生态园，“赋

闲”在家的董玲红可没闲着，她想

到了网络直播钓鱼。但是与大多

数主播不同的是，她是直播学钓

鱼，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直播方

式，短短半个多月，直播间就吸引

了同城粉丝3000多人观看。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生态园重

新营业。此时，恰好是大棚西瓜成

熟上市的时候，董玲红利用网络直

播积累的人脉，又开始做起了西瓜

采摘直播。一时间，前来采摘、垂

钓的游客络绎不绝，4个大棚的西

瓜短时间内被游客采摘一空。

（张志刚）

直播钓鱼采摘 生态园聚起人气

向学明（右）参与央视举办的“2020中国农民

丰收节 金秋消费季”直播活动。（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