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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公司的草莓不愁销，渝北区
渝兴莓农业公司的女老板冉红英很
久都没投过广告了。

今年春节期间本是草莓采摘旺
季，却因为疫情门可罗雀。尽管采
取了订单配送销售方式，但需求量远
小于产量。

2月份市农业农村委与直播平
台联合组织短视频培训班时，曾在西
部农交会上有过简单直播体验的冉
红英报了名。

“第一次直播，先前准备的稿子
内容全想不起来了，说话有点语无伦
次；后面越播越顺，现在只要有空，天
天都在播。”冉红英笑道，“就因为比
较真实，半个多月来还是积累了不少
粉丝，最多的一次有101万人观看。”

直播后，来采摘的游客猛然多了
起来。最近半个月因人流量较大，冉
红英还实行“错峰采摘”。这两个月，
草莓销售量达到20吨，比去年同期
高出20%。

“事实证明，酒好也怕巷子深。”

冉红英感叹，除了要抓好生产，还得
通过多种渠道全方位宣传自己才行。

农业公司女老板卖草莓
最多时有101万人观看

一部手机让成千上万消费者“看到”农产品的好

乡村直播带货
重庆热起来了

□本报记者 罗芸

“还好下手快，我先抢了4盒！”
“老板快点把鸡蛋上架!”
近日，万州区龙驹镇梧桐村开展“抗疫助农 主

播带货”活动，区广播电视台的两位主持人与村第一
书记网上直播销售村里的芦花鸡和鸡蛋，引来五万余
网友围观。仅20分钟，1000个鸡蛋被“抢”完。还有
不少网友在直播平台催促上架更多鸡蛋，原本因疫情

而滞销的土鸡蛋转眼炙手可热。
无需租赁柜台，无需聘请导购，在家里、田间地头

直接与潜在消费者沟通，让他们“看到”农产品的好，
从而心甘情愿地买买买——主要成本，不过是一部小
小的手机。

2019年被称为“直播元年”，今年初的新冠肺炎
疫情则让直播带货成为不少消费者宅家时的购买新
渠道，不少乡村地区的干部和农民亲自上阵，通过云
端吆喝解决农产品销售难。

4月初，北碚区金刀峡镇、村干部以
及樱桃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坐在一起，商
量怎么为小华蓥村的380亩樱桃找“婆
家”，却在往哪里投广告、请哪位网红来
推销等事情上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不同的网红，吸引的消费者类型不
同。就在会议僵持时，一位年轻干部提
议：现在很多地方都由干部直播带货，
不如请镇党委胡书记你来免费代个言？

“突然被提名，还是自己不熟悉的
事，我当场懵了一下。”参会的胡光耀哈
哈一笑，“回头一想：只要是群众需要，
再难的事也得上呀！”

4月15日直播开始前，胡光耀提
醒自己：直播没有剪辑，要好好讲，让网
友相信自己，相信小华蓥村樱桃的品
质。这个心态让他一开始有些拘谨，有
时和平台主持人“抢话”，有时又不知道
说什么好。

十来分钟后，胡光耀和主持人有了
默契，顾虑也慢慢淡化。“主播附体”的
胡光耀从小华蓥村的樱桃开始，讲述金
刀峡的来历，把镇里的偏岩古镇等景点

与蜂蜜、面条、蓝莓、梨子等特色农产品
“打包”推销……

“胡主播”的带货效应明显。后台
显示，直播期间有上万网友围观。到
了周末，游客自驾车在樱桃基地周边
道路上排成一溜溜一串串。小华蓥村
樱桃合作社负责人伸出大拇指：“‘胡
主播’直播带货，号召力不比网红差！”

镇党委书记卖樱桃
号召力“不比网红差”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业特色产业
发展中心，主要负责推动产业发展和农
业新技术推广。但在3月12日，中心
主任王小军当上了“带货主播”，推销县
内的红辣椒油和青椒酱。

“我的工作是‘跑田坎’居多，所以
一开始还觉得蛮‘扎实’（困难）。”王小
军坦言。

3月11日试连线时，王小军一边
念叨着材料上的话，一边揣摩着手是放
在桌上好，还是垂下来好？

试连线结束，王小军对自己很不满
意：“搞农技要有搞农技的样子，搞销售
也要有搞销售的样子。像我这样，哪能
把石柱的山货‘带’出去呢？”

第二天正式连线，王小军一改头天
的拘谨，大方打招呼：“皮皮，你今天好
帅呀！”一下就打破了头天试连线时的
沉闷。直播互动中，他把“网友们”改为
更亲昵的“辣粉们”，一次次拧开瓶盖

“代尝”，手不离辣椒瓶，也正好化解了
“不知道手该放哪里”的尴尬。在4个
小时的直播中，他还顺带推介石柱的其

他农产品。
直播结束后，平台收到了5万余

瓶、总价值40多万元的订单，相当于一
个小型商超至少一个季度的销量。“给
农产品找到销售新渠道，我很自豪！”王
小军说。

县“农特中心”主任当主播
化解“不知手该放哪里”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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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当“带货主播”在我市已不稀
奇，去年便有多个区县的分管副区（县）
长“试水”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在疫
情期间农产品销售渠道受阻的情况下，
黔江、开州等区县的领导干部也曾在直
播平台上“云吆喝”鸡杂、柑橘等。

重庆大学向鹏成教授表示，这种
干部直播“云吆喝”，是新时期各级干
部顺应时代发展、走好网络群众路线
的生动体现，折射的是各级干部由“管
理”到“服务”执政理念的转变。

干部“云吆喝”，折射出由“管
理”到“服务”执政理念之变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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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成新时代不少地
方农业干部正在解锁的新技能

受疫情影响，我市不少农业职能和
农技推广干部也拿起手机，走进田间地
头，为农民“代言”，手机成了农业干部
的“新农具”，做直播成为“干农活”的新
方式。

“农产品往往有不易保存、标准化
程度低、销售渠道有限等问题，这会直
接影响农民的收入。”市农业农村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直播带货这种低成
本方式，通过“以销促产”带动广大农民
增收，成为新时代不少地方农业干部正
在解锁的新技能。

解读>>>

直播电商是破解农业小规
模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利器

对直播等网络销售新模式感兴
趣的农业生产者越来越多。冉红英
参加的这期线上免费培训班，280余
名学员发布的视频，播放量达到238
万，大大缓解了学员生产的农产品
销售难问题。

“直播电商是破解农业小规模生
产与大市场矛盾的利器。”重庆工商
大学教授沈红兵表示，农业生产者更
了解自己的产品，因而其直播带货
很多时候比明星代言更具有说服
力，在网络直播平台上能更顺畅地
与潜在消费者互动，获得更多的销售
机会。“未来直播电商很可能会成为
不少农民的新身份，推动农业产业
的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沈红兵说。

解读>>>

啃下控辍保学“硬骨头”
铺就贫困学生上学坦途

“感谢两位老师的帮助，让娃儿在
家也能上学，她变得开朗了许多。”当
永川特教学校老师姜小维、肖庆完成
一天的送教上门工作，准备启程回家
时，学生小馨的爷爷对他们满是感激
地说。

小馨今年13岁，住在永川最边远
的朱沱镇九层岩马子溪村，由于存在
智力障碍，她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进
入校园学习。永川特殊学校成立送教
小组，克服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问
题，坚持开展“送教上门”服务，保障小
欣享受义务教育权利。

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为让
像小馨这样的特殊孩子完成义务教育
阶段学业，永川区以“送教上门”为抓
手，出台了“送教上门实施方案”，建立
了由学生户籍所在地镇街教管中心负
责统筹安排辖区学校，承担“送教上
门”工作，对每个孩子“量身定做”教学
个案，每周定期对他们进行生活技能、
心理健康、康复训练等方面的辅导的

“送教上门”体制。老师们在“送教上
门”时还常带去书籍文具、生活用品，
把温暖送到了孩子心中。

这是永川区采取“送教上门”方
式，筑牢控辍保学根基的一个生动实
践。该区还用更多切实有效的方式，
着力推动控辍保学工作。

“孩子已经入学了吧？”“孩子上学
等不得！”……在入户摸排学生入学情
况的过程中，中山路教管中心工作人
员李宏琴通常会这样问。

中山路辖区人口流动性大，有时
为了找到一个迁来或迁出的学生，李
宏琴要打10多次电话，还要到学生住
地一一核实。

类似事例在永川区经常发生。该
区以走访了解、上门核实、电话确认等
途径，加强信息核查，防止教育扶贫对
象“脱靶漏靶”。

事实上，永川区瞄准控辍保学“硬

骨头”，构建区、镇、乡、村、校、家“六级
联动”控辍保学机制，永川区教委携手
区扶贫办、区民政局、区公安局、街镇
教管中心等部门，通过就近入学、制度
控辍、动态监测、深度家访、摸排劝返、
关爱帮扶等多维度举措，实现全区适
龄学生入学率100%。

“控辍保学既是教育精准扶贫的
基础和前提，又是为群众谋福祉的民
生工程，永川区上下联动增强‘推动
力’，压实责任增强‘执行力’，确保控
辍保学工作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永川
区教委主任赵德君说。

控辍保学工作掷地有声、成效显
著。去年11月，永川区被市教委、全国
学籍系统控辍保学平台认定为“基本
消除辍学区县”。

实现精准资助全覆盖
助力寒门学子梦想起航

去年暑假，家住永川区三教镇云
龙村的小环接到永川中学的录取通知
书，得知自己因品学兼优被学校高一

特招录取，于是把好消息告诉家里人，
可她的爸爸却高兴不起来：“一家老小
全靠我打零工维持生计，我担心小环
去城里读书的日常生活问题。”

“你放心，学校已有安排，保准让
小环学得好、吃得饱、生活愉快。”永川
中学相关负责人在电话上十分诚恳地
对他说。

刚到永川中学就读，小环读书期
间的住宿就有了着落，学校还帮她申
请营养改善计划、家庭经济困难补助，
同时从班主任、年级部、学校三个层面
予以帮扶。

永川中学资助帮扶的暖心之举，
让小环爸爸打消了先前的顾虑：“我们
真是赶上了好时候，看到娃儿在学校
快乐健康地学习、生活，我感到高兴。”

永川区“精准资助”深入开展，让像
小环这样的贫困学生不再为上学发愁。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
学，是永川区“精准资助”的核心。该
区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学
段、全覆盖精准扶贫链条，健全奖、助、
贷、勤、补、减等立体化资助体系，对建
卡贫困户子女、低保家庭子女等“六

类”人员以及其他经济困难学生“应助
尽助”，还以“政协关爱基金”“福利彩
票助学”等，加强专项资助。

数据显示，2019年，永川区投入
11145万元实现资助全覆盖。春期两
期共投入252万元，资助幼儿2338人
次；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914万
元生活费补助，惠及16624人次；另外
投入559万元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惠
及13980人次；普通高中投入922万
元，资助贫困学生8021人次；中职学
生资助投入 8308.5 万元，春期资助
24807人，秋期资助29350人；奖励35
人、21万元。同时，该区核定167名在
校建卡贫困大学生学费资助，资助金
额97.27万元；完成大学生生源地贷款
工作，贷款人数达3173人，贷款总金
额2525.32万元；完成“泛海助学”资助
大学生的银行卡发放工作，受助学生
140人，资助资金70万元。

“精准资助”有效实施，离不开“精
准甄别”“兜底保障”和“台账建立”。
永川区通过健全学校学生、全镇街教
管中心、全区学生三级资助台账，打通

“精准资助”信息管理“最后一公里”；
重点关注在外就读学生、“五类人员”，
加强教育资助兜底保障；结合全区教
育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对各学段资助工作全面自查。

一阵阵资助惠民“及时雨”，让永
川区寒门学子上学有保障，助力他们
梦想起航。

念好结对帮扶“联字经”
为乡村振兴强筋壮骨

走进山清水秀的永川区临江镇天
星村，在蔬菜园里，娇白、萝卜等各类
蔬菜长势喜人，10多位村民正忙着除
草、施肥。

“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村里的荒
山变成了农作物种植园，村民们能成
为其中的参与者。”临江镇天星村村长
杨世广说。

曾经的临江镇天星村是永川区经

济发展相对滞后村，幅员8.04平方公
里，全村贫困户162户，其中建卡贫困
户28户。

永川区教委对该村定点帮扶，成
立区教委主任领衔的工作领导小组，
派出驻村第一书记，制定《永川区临江
镇扶贫工作团结对帮扶工作方案》《天
星村2018年—2020年发展规划》，开
展“访深贫、促整改、督攻坚”专项活
动，助力村基础设施建设、主导农业产
业化和社会公共服务，为当地村民脱
贫致富插上了翅膀。

在永川区教委帮扶下，临江镇天
星村搭建投产增值的平台，建起占地
600亩的花椒园、占地200亩的柑橘
园、占地200亩的蔬菜园，创立扶贫车
间1个，目前吸纳劳动力100余人，他
们每人每月务工收入在 1500 元-
2000元。

据了解，永川区教委创新职业教
育精准扶贫开发模式，发挥职教院校
优势，创设了“联合社+合作社+学院+
农户”共营模式，协调区内职教院校筹
集200万元投入天星村股份联合社，
建起农作物产业基地这一村民务工的
平台。

不仅如此，永川区教委还邀请农
业专家多次到基地，对村民进行种植
品种选择、整块等技术培训与指导；与
区内中小学达成供销协议，2019年12
月将118吨蔬菜配送至学校食堂，实
现了26万元销售收入。

随着教育脱贫攻坚深入，如今在
临江镇天星村，一项项技术变成了老
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一项项产业
成为当地致富的“造血干细胞”。

值得一提的是，永川区教委发挥
人才、技术与平台优势，帮助天星村制
定《村规民约》，将脱贫攻坚工作与“三
城同创”“美丽乡村”“清结乡村”活动
相结合，开展“植树造林，美化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卫生大扫除”“美丽乡
村宣传画绘制”等活动，为当地树起了
文明新风尚。

何霜 张骞月
图片由永川区教委提供

作为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治本之策，
教育扶贫具有基础
性、根本性的作用，是
拔掉穷根、稳定脱贫
的核心之举。

在抓好教育扶贫
工作的道路上，永川
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
坚的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
部署，严格执行市委、
市政府决胜脱贫攻坚
的工作安排，把教育
扶贫列为改善民生的
重中之重，始终坚持
“扶贫项目优先安排、
扶贫资金优先保障、
扶贫工作优先对接、
扶贫举措优先落实”，
从控辍保学、精准资
助、对口帮扶等方面
精准发力，打出教育
扶贫“组合拳”，努力
构建起“政府主动引
导、部门鼎力支持、学
校集体联动、社会积
极参与”的教育扶贫
大格局，绘就了扶贫
扶志的“同心圆”。

天星桥村新建的农作物种植基地喜获丰收

永川绘就教育扶贫“同心圆”
聚力控辍保学 加强精准资助 深化结对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