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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直播带货的下半场
胡燕俊

在乡村直播中，村干部化身主播进
行直播带货的故事十分常见。从最初的
零星尝试，到后来“一村一主播”“村书
记 带 货 ”等 模 式 的 探 索 ，随 着“ 数 商 兴
农”战略的推进，以及地方政府对农村
电商的政策支持，村干部直播带货向规
模化、系统化发展。

一边是千丝万缕、纷繁复杂的基层
事务，另一边是“流量”“起号”“涨粉”的
新兴直播行业，他们在转型之路上经历
了哪些？在完成身份的转型后，下半场
又将如何开启和继续？

起步：工作和自我的平衡

王宝光关于最初学习直播的记忆，
要从每天 5 点半下班后开始。

“小明一般是晚上或者星期天直播，
我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5 点半下班
从村里往三里岗走，开车一个半小时才
能到。”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淅河镇双
堰村党支部书记王宝光与平台千万粉丝

“三农”主播“小明正能量”是曾经一起
入伍的战友，受到战友的邀请，王宝光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决定从助播开始。

太板正、话太少、不爱笑——这是团
队里小伙伴对王宝光的初印象，军人出
身的王宝光让他离所谓的“网感”很遥
远，小伙伴们都觉得“他不适合做互联
网这一行”。从一言不发到开始重复主
播的话，两个月之后才逐渐开始克服紧
张，自己面对镜头播。“别的村都在做这
个 ，就 算 是 为 了 村 子 考 虑 ，我 也 得 试
试。”王宝光说。

“起号”成功之后，王宝光在双堰村
村委会门口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场直播。

“那天村委会门口围了 100 多号人，村民
们都提着自家大包小包的农产品，有土
鸡蛋、干豇豆，还有不少人是来看热闹
的。”王宝光回忆，当时把土鸡蛋都卖光
了 ，周 边 村 里 的 土 鸡 蛋 从 1 元/个 涨 到
1.5 元/个，村里人自己都买不到土鸡蛋
了。

“直播看起来简单，但对我们主播来
说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王宝光
感慨道。

对于农产品直播来说，光用嘴夸不
行，还得尝。香菇、柑橘、干辣椒……一
场直播下来，辣的、冰的、甜的，一股脑
吃进肚子里，胃受不了。到了冬天，开
始带货生猪鲜肉，可以品尝的品类大大
减少，随之而来身体也开始吃不消。“直
播 期 间 出 现 过 两 次 低 血 糖 ，站 都 站 不

稳。”王宝光坦言。
4 个小时起步的直播，不仅要吃、要

讲解，还要随时看直播间粉丝数，要想
怎么把直播间的人留住，还要注意避免
说 违 禁 词 ，下 播 了 还 要 看 回 放 分 析 复
盘。“你违规一次，下次直播的流量就会
有影响。平台不会给你试错的机会，它
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但在王
宝光看来，最重要的还是直播状态的调
整。

“以前都不能理解看别人直播之前
要调整状态，现在自己播了就知道了，
确实从上场开始就有恐惧感，因为你想
把最佳的状态呈现出来，但有时候并达
不到那种效果。”王宝光告诉记者，不直
播 的 时 候 很 轻 松 ，一 直 播 就 有 心 理 负
担，以至于现在都有些直播焦虑症了。

在慢慢摸索后，王宝光也发现，直播
效果不能“靠时长来凑”，每次直播前都
会挑好时间，调整好状态，在工作与自
我的平衡中，找到合适的节奏。

转型：见多识广 给产业找方向

短短半年时间收获 28.5 万粉丝。在
王宝光看来，流量靠的是真诚、靠的是
对品质的把控。“如果你不保证品质，你
就不能达到良性的循环。”王宝光告诉
记者，为了保持自己账号的流量以及口
碑评分，他在带货选品时都会规避掉售
后超过 5%的商品。但偶尔，他也会陷入
人情与规则的两难中。

“有一次一位老乡自家的小作坊做
了个熏豆腐，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卖出去
肯 定 会 出 现 售 后 ，但 是 很 难 拒 绝 。”因
此，王宝光在思考，不仅要有产业，还需
要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渐渐地，一边是各地邀请王宝光去
当地帮忙带货，一边是各地村干部前来
学习带货经验。

河南郑州的“选调生小秦”“村支书
胡 莹 ”、山 西 临 汾 的“98 年 村 支 书 露
露”……其中让王宝光感触最深的就是
年轻人对于直播电商的热情。“我是 88 年
的，在我们镇上的书记里算年轻的，但是
一看人家 98 年的，他们当地还特别支持，
我就感觉任重道远。”王宝光调侃道。

在走“远道”的过程中，王宝光也在

见多识广中了解各地产业，对于如何做
好农产品电商有了更多的感悟。

“很难想象新疆的哈密瓜在当地 5
块钱能买两个，但新疆实在太大，物流
运输成本远超农产品本身的价值……”

“甘肃的马铃薯和我们湖北恩施的
小土豆也不一样……”

“ 宁 夏 的 灵 武 长 枣 是 真 不 错 ，品 相
好，口感也不错，就是保鲜期太短，不好
储存……”

王宝光所任职的双堰村并没有成规
模的产业，自从开始直播带货之后，他
一直在为村里“物色”合适的产业。以
前考虑过种生姜、香菇、药材，但是种出
来的产品放在市场上没有优势，“现在
云南的正宗小黄姜 9.9 元 3 斤包邮，你拿
什么去跟别人比？”

多次尝试后，再综合考虑种植成本
和经济效益，王宝光把视线放在了贝贝
南瓜上。打算让村民们种贝贝南瓜，他
负责带货销售。

“水平可以不高，但一定要学习。”
这 是 王 宝 光 做 直 播 带 货 以 来 最 大 的 感
悟，从电商行业学到的经验也让他在日
常工作中有了“更年轻”的思维，这也让
他在跟其他三个村干部沟通交流工作时
更融洽，“年轻人的思维方式确实不一
样，跟他们一起处理基层事务很省心。”

未来：乡村力量主心骨

“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归。”王宝
光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也打算把重心往
家乡转移，在本地直播。一方面是身体
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想更多带动当地村
民致富。“作为村党支部书记，不光要守
土有责，把村里一亩三分地管理好，还
要发展产业，带动村里老百姓致富。”

像王宝光一样的“多面手”村干部还
有很多。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范家
满族乡邱家村，“90 后”村党支部书记王
宁通过拍短视频记录基层日常，在平台
收获了 18 万粉丝，为乡村农产品打开了
新销路。在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库伦镇
马家洼子村，村主任谢艳杰通过直播宣
讲政策，解答养老、医疗等问题，积累了
70 万粉丝。她还直播带货帮助村民销
售小米、干豆角等土特产，带领村民开

设网店、培养主播，成立“村书记互联网
助农团”……

如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村干部
在 短 视 频 平 台 上 化 身“ 代 言 人 ”“ 推 介
官”，投身家乡特色农产品带货、文旅景
点 推 荐 中 。 农 忙 时 ，他 们 深 入 田 间 地
头，带消费者实地感受农产品的生长环
境等等；农闲时，他们或用镜头记录下
村子里的日常，或科普一些行政便民服
务，或展现乡村特色文艺活动，呈现出
一个立体、饱满的乡村图景。

不得不提的是，在农产品直播带货
方面，村干部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相
比于一般带货主播，村干部对本地农产
品的生长环境、种植养殖方法、品种特
性等有着深入了解，而且以这种行政身
份为农产品产地背书，消费者更容易相
信农产品的正宗性和质量保证。同时，
村干部具备组织动员村民的能力，可整
合村庄资源，协调农产品的生产、加工、
包装等环节，确保产品供应的稳定性和
质量一致性。

下一步，各网络平台也将大力支持
相关人才培育和发展。在内容扶持上，

“快手三农耕耘计划”未来 1 年计划投入
1 亿元现金，扶持田园生活、农技知识、

“三农”资讯类内容，给予高用户喜爱度
的 创 作 者 补 贴 激 励 。 红 人 培 养 方 面 ，

“快手三农村村红计划”也帮助地方孵
化优秀的区域红人，带山货出山，助力
农产品产销对接。还会加强培训指导，
为村干部提供直播带货、视频制作、账
号运营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其在平台的
发展能力。在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抖
音等网络平台也将开展“星乡村”“星农
人”培育工作，以公益方式扶持培育一
批有特色有潜力的乡村和发展带头人，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数字经济与乡
村产业深度融合，培育乡村领域新质生
产力。

可以看到，在农产品电商领域，直播
带货或许是很多新农人们走进这片蓝海
的初心，但随着行业的纵深发展和乡村
的蓬勃涌进，通过这个“大舞台”，更多
乡村的宝藏被带到了聚光灯下，让更多
人了解、认识乡村，从而挖掘出乡村的
巨大潜力。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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