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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们，我手中的腊肉制
品，用的是当地村民饲养的生
猪，采用柴火熏制，肉质紧实，非
常好吃……”12月14日，四川省
泸州市纳溪区上马镇“乡村明二
锅”的直播间非常热闹，来自福
建、广州、哈尔滨等地的消费者
不断下单，短短35分钟，400余
件腊肉等农特产品就被粉丝抢
购一空。

“乡村明二锅”名叫明洪强，
今年30岁，是上马镇云台寺村
人，退伍后他选择回到家乡创
业。2019年，在朋友的指导下，
明洪强开始涉足短视频行业。4
年来，明洪强拍摄制作了宣传家
乡美景美食、风土人情的短视频
1000余个，拥有抖音粉丝量近
130万，通过直播带货，他将腊
肉、柚子、柑橘、粉条等纳溪农特
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必须及时把粉丝的订单邮
寄出去，确保被‘拍下’的腊肉尽

早送达消费者手中。”明洪强说，
及时跟进订单，足量、准时发货，
是线上销售赢得口碑的关键所
在，他们不能有丝毫懈怠。

“进入9月份之后，腊肉制
品迎来销售旺季，订单开始明显
增多，产品供不应求。”为进一步
扩大腊肉制品生产规模，明洪强
还将上马镇团山村的闲置小学
租赁下来，成立泸州市纳溪区明
玉商贸有限公司，进一步做大做
强腊肉制品产业。

分割猪肉、调制配料、机器
灌肠……在腊肉制品加工车间，
笔者看见10余名工人身着工作
服，戴着手套在各自岗位上紧张
忙碌，机械化作业的方式最大程
度避免了细菌的入侵。

“为了保证肉制品的口感，我
们每天订制最新鲜的五花肉和猪
后腿肉，用高度白酒、盐、花椒等
调料抹匀，将腌制好的鲜肉放入
保鲜库内腌制7天，然后用清水

反复浸洗、悬挂滴干，再用柏树等
木柴将香肠熏制7天、腊肉熏制
30天以上，直到腊肉充分发亮，
形成独特的味道后，才能够上架、
销售。”明洪强告诉笔者。

虽然工艺繁琐，但只有这样
才能让每一根香肠、每一块腊肉
都对得起“网红”的头衔。“每年立
冬后开始销售腊肉制品，持续至
次年3月份左右，年销售额600
万元左右。依据今年的行情，销
量还有望上升。”说起自家产品的
口碑和销路，明洪强自信满满。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在
网上购物，我们要根据自身特色
和消费市场需求，陆续推出新口
味和新产品。”明洪强表示，下一
步，他打算严把产品质量关，持
续在品牌打造上下功夫，力争把
上马镇的腊肉制品打造成地方
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拓宽村民增
收致富渠道。

（据《四川农村日报》）

12月18日，消费者网联
合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
院发布农产品直播电商消费
舆情分析报告（2023）。报告
显示，农产品直播电商消费
舆情中，“虚假宣传”问题最
严重，占比超过半数，其中，
部分直播间在售卖农产品时
故意夸大或捏造产品的特性
或功效，通过虚假宣传达到
吸引关注的目的。

在农产品直播电商消费
舆情中，暴露出了部分负面
舆情问题，主要集中在虚假
宣传、质量问题、价格诱导、
违反常识、售后问题、主播问
题等方面。负面舆情最多的
是 虚 假 宣 传 ，占 比 高 达
52.48%，问题主要表现为部
分直播间在售卖农产品时故
意夸大或捏造产品的特性或
功效，通过虚假宣传达到吸
引关注的目的；其次是质量
问题，占比为22.77%，这类
问题主要表现为消费者收到
农产品时存在损坏或腐烂等
情况；然后是价格诱导和违
反常识问题，占比分别为
11.88%和10.23%。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从立冬卖到次年3月，年销售额约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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