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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东南的秋收进入尾声，

新小米开始销售。晌午，农户

郭晋平正在院子里用风谷机

处理刚脱壳完的小米，然后将

小米分装放进印有“武乡小

米”的包装袋里，按照订单打

包起来发货。

“这些天我已经收到近80

笔订单了，很多都是来自外

省，有陕西、广东、湖南、四川

等各个地方。”郭晋平告诉记

者，大多顾客下单都是自家吃

的，每笔订单在二三十斤左

右。“也有本地人买来送人的，

昨天有个顾客买了80斤。”郭

晋平说。

郭晋平现在是一名农民

主播，粉丝亲切地叫她“郭

姐”。她所在的山西省长治市

武乡县岭头村被称为“三晋微

商第一村”。2016年武乡县成

为第一批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之后，岭头村

的村民们纷纷开始做电商，做

得好的村民每年直播销售额

可以达到十多万元。

“过去靠粮贩收购，村民

们每斤小米的价格只能卖到3

元到3.5元之间。他们自己做

电商后，每斤小米均价可以卖

15元左右。”岭头村党支部书

记张玉堂说。

2018年，“武乡小米”

获得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

志 认

证。“我们全县谷子种植规模

稳定在10万亩左右，年均总产

量2万吨左右。”武乡县农业农

村局产业办副主任魏远翔

说。近年来，武乡借力山西小

米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契机，

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标准

化+品牌”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推动小米生产向集约型、效益

型、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小米咖啡、小米茶、小米

酥、小米月饼……琳琅满目的

小米创意精加工产品令人耳

目一新。当越来越多的“小

米+”产品出现在大众视野，山

西太行沃土农业产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杜红雁认为，“要让

大家知道，小米不只是有原始

形态的，还可以有很多种可

能，可以‘年轻化’‘时尚化’。”

杜红雁告诉记者，观察到

当代年轻人的饮品爱好，团队

就研发了小米咖啡等饮品，今

年2月上线后，成功打开了年

轻人市场，不到半年时间销售

订单破万，还有很多人在回购。

如今，大众饮食理念逐

渐趋向于美味和功效兼具。

不仅是小米精加工产品，鲜

食“小米宴”也成为武乡一大

特色，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

来品尝。

张丰是一名厨师，已有

近 30 年的“厨龄”。“我从小

就特别喜欢吃小米，当了厨

师后一直想把小米做出花样

来。经过长期研究和尝试，

我们把小米和各种原料进行

搭配，效果还不错。”张丰说，

他已制作出小米脆脆茄、小

米藕丸、小米蓝莓豌豆糕等

40余种小米菜品。

从线下到线上，从粗加工

到精加工，从主食粗粮到特色

美食宴，小米“闯”出更广阔的

天地，凝结了新农人的智慧，

映射了大众与时俱进的饮食

理念。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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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电商”
为农产品插上“隐形翅膀”

短视频+直播 养山鸡年入20万元
11月1日，笔者来到四川省泸州

市纳溪区大渡口镇鹿羊村14组村民田

毅坐落在山林中的山鸡养殖场看到，

超过1000只山鸡在各自的生活区域

或悠闲散步，或振翅腾飞；田毅则在直

播间补充货品，难掩心中的喜悦：“这

两年靠着抖音直播开启‘云卖鸡’后，

我的这些山鸡就变成了‘金凤凰’，一

只只振翅‘飞’向全国，根本不愁卖。”

田毅在直播间喜滋滋地说，刚开

始的几年，他的山鸡虽然都是吃用玉

米、米糠、麦麸、豆粕并配比了艾蒿、折

耳根、车前草等，品质极佳，但由于养

殖成本较高导致价格也高，这也减少

了部分消费群体。

为了拓宽山鸡销售渠道，让山鸡

卖上好价钱，田毅就用手机将自己养

殖的山鸡以图片的形式在微信朋友圈

进行宣传，虽然此举让他的山鸡影响

力有所提升，但销量却未见明显增长。

2019年10月，田毅投资2万多元

安装了一套视频系统，通过抖音直播

配料和山鸡进食、活动全过程。网友

通过二维码分享后，可随时观看养殖

场内的一切情况。

“现在每天约有几百人有时有

1000多人同时在抖音上观看。”田毅

说，直播平台系统建成后，他积极在抖

音平台推介，让更多的网友通过直播

了解山鸡生长情况，不仅销售问题解

决了，部分网友还提前预订并为其作

好标记。

如今，田毅靠着“短视频+直播”

销售生态山鸡，他和广大消费者也从

中构建起信任乃至温情，极大地促进

了山鸡的销售，让一只只山鸡“飞”出

泸州，“飞”向全国。每年虽然只有

2000 余只的销量，但靠着每只平均

100元的利润，一年下来依旧实现20

万元的收入。 （张静欣）

近年来，山东省平邑县引导农民利

用“网络直播+电商”平台线上销售农

产品，为滞销农产品插上隐形翅膀，加

快了农民和贫困户致富增收，助推乡村

振兴。据悉，平邑是一个农业大县，盛

产金银花、黄桃、山楂、地瓜等各种农特

产品，种植面积达50万亩。

图为近日，当地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主播咸红娜利用网络直播平台推介农

产品。 闫春秀 摄

随着乡村振兴号角的吹响，在三

秦大地的某个角落，一个以农业为生

的宜君县尧生镇，苹果产业正加速提

升着当地百姓们的生活水平。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建成

第一块苹果园开始，到如今发展成为

县域内最大的苹果连片种植区，宜君

苹果的品牌从这里走了出去。而随

着苹果产量逐年增加，如何让苹果丰

产又丰收，这不仅是当地政府要考虑

的问题，也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每一

位老百姓的期盼。于是，一批优秀的

乡村新农人涌现了出来，他们之中有

优秀的返乡创业青年，也有地道的农

村自媒体博主，他们凭借着数字化时

代搭建的舞台，将手机变成新的农

具，耕作在直播的田间，在宜君县委、

县政府的帮扶下，农村电商以星星之

火燃起乡村振兴的燎原之势。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朴实生动的

话语中时不时还夹杂着专业的直播干

货，在尧生镇优秀电商经验交流会上，

来自十里八村的优秀农村直播电商代

表们彼此分享着自己直播的故事和经

验，台下热烈的掌声将整场活动推向

了高潮。

“一个人富不叫富，大家富才是真

的富。”走马梁村直播一姐李亚丽铿锵

有力的话语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

2022 年 10 月 24 日，宜君县尧

生镇数商兴农服务基地成功挂牌，

正式成立“尧生镇电商人才”孵化基

地，第一期电商人才培训紧随其后

开班开讲。同时，该镇充分发挥党

支部、党员作用，探索实践“三老带

三新”“头雁带雏雁”的人才孵化模

式，更多的乡村潜力股被发掘，他们

带着希望的火种，点燃了更多乡村

人才振兴的火炬，为乡村产业振兴

奠定坚实的基础。

“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人才的

培养，尧生镇作为县里最大的苹果

产区，更有责任做好示范带头作

用。近年来，尧生镇在县委、县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推动电商人

才队伍建设，让特色农产品搭上互

联网直播的‘顺风车’，带动更多的

村民增收致富。”尧生镇镇长张斌

介绍说。

如今，尧生镇的电商队伍已发展

到50多家，电商覆盖率达到30%以

上，全镇物流辐射超过89公里，培育

带动9个村级直播间直播带货，形成

“以点带面”的新型直播带货产业发展

模式，带动当地苹果、核桃、玉米等多

款特色农产品销售增收。

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正是因为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热爱自己的故乡，

他们心里有着红色的信仰，他们愿意

扎根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在党的领

导和指引下，耕耘脚下的热土，勾勒建

设美好家乡的宏伟蓝图。

（陈硕）

陕西宜君：电商“星火”燃起乡村产业发展燎原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