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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网红+三农”

短视频支持乡村振兴潜能巨大
■ 边 雪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农村也涌现出越来越多
“网红”农民。一些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
仅面朝黄土，也开始面朝镜头，不仅通过“种养增
收”，也开始实现“流量创收”。近期发布的《短视频
支农兴农创新发展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规模的持
续增长，短视频支农兴农事业前景广阔。短视频作
为新时代传播工具，其中一大魅力在于能够帮助线
下农户引入更多流量，拉动农产品销售，进而促进
农业发展。

构建生活化场景售卖产品

《短视频支农兴农创新发展报告》指出，短视频作
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的展现形式和传播方式，具有
移动化、易创作、微记录、可视化、社交化等特点。短
视频内容接地气而且容易感染用户，在突出真实人
物、真实故事、真实情感等层面表现较突出，较受用户
喜欢。不少农民通过短视频、直播售卖具有本地特色
的农产品。

快手上网名为“俊山农业”的申俊山就是敢于吃
螃蟹的“先锋”，他在快手平台上通过短视频和直播
卖柿饼。每年11月，申俊山都会去陕西富平，在这里
待上将近四个月的时间，直至柿饼销售旺季过去。
柿饼是富平当地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作为一项代代
相传的传统农产品，是富平县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
源之一。

“俊山农业”在快手上拥有超过50万的粉丝，这
些粉丝是他短视频和直播内容的忠实观众，更是他水
果生意的忠诚客户。大部分客户都是因为看了他在

快手上的视频慕名而来。
看到申俊山通过短视频售卖农产品获利，一些村

民也开始通过短视频售卖柿饼，其他村民则将自家柿
饼交由制作短视频的村民销售，共享利润，极大推动
了该村经济发展。

订单增多，倒逼农户改善柿饼加工工序。之前
村民只是把柿子摘下来清洗、自然晾晒，现在要求去
皮、控水、按摩、挤压，待水分流失完之后，才开始晒
干、包装。农产品品质的提升反过来又促使产品销
量增长。

打通区域化资源做深服务

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户通过短视频售卖村里农户
生产的蜂蜜、大米、红枣等农产品，并且远销各大城
市，给当地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短视频平台具有
较强的集聚效应和传播效应，但往往自身的资源难以
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规模化需求，这就需要农户充
分整合特色产业资源和多元产品资源。

快手上的“俊山农业”在全国深度挖掘水果供应
商，使得各种水果网上售卖不受季节限制。同时，他
的公司还与各地农户合作，为农户提供新果苗，待成
熟后回购果实。在短视频、直播工具的销售拉动下，
使得像“俊山农业”一样的农户们能打通区域化资源，
提供更深层次的互联网产品供应服务。

此外，农产品的种植、养护、生产、加工等流程通
过短视频展现在网络用户面前，能有效解决农产品安
全信任问题，同时也能提高内容生产者的“粉丝”黏
性，增加垂直“粉丝”数量。

快手在开展“幸福乡村带头人”项目时，就是通过
在全国乡村中挖掘有能力的快手用户，向他们提供商
业、管理培训，并整合当地特色产业资源和品牌资源，
打造成“网红”农民，通过“产业资源+品牌资源+网红”
相融合的方式，做深服务，做大产业，以此带动整个乡
村及区域脱贫。

塑造资深化形象科普知识

有“BAA百佳农技实战专家”之称的许明，从事农
资行业11年，之前是在线下开设农业技术课程。目前
许明在快手平台有120多万“粉丝”。观众开始习惯通
过短视频和直播视频向他学习农业知识。

在快手平台，还有草莓类技术专家专题讲解草
莓选优育苗、蜜蜂授粉、土壤消毒、促进花芽分化、水
肥一体化及施肥、病虫害防治、土壤湿度管理、定向
栽培等种植技术，普通农民能够以低成本学习先进
的培育技术。

短视频工具为专业人员搭建起桥梁，连接着渴求
知识的另一端。知识接收端的人无论是谁，都能平等
享受教育机会，无论他想学何种知识，总能找到专业
老师。

目前，很多农户都在通过短视频推广当地特色农
产品，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运营短视频账号，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不仅涉及农产品销售环节，还涉及农
产品标准体系建设、品牌包装、物流集散、渠道对接等
方面，通过对农产品产业链等基础“土壤”的培育，借
助短视频带货等模式，助力农产品走向全国，推动农
产品的畅销和乡村经济的发展。

1.品种选择。应选用
耐寒、耐弱光、矮生茎
短、直立、早熟、产量
高、抗病强的品种，如
早青、阿太一代、一窝
猴等品种。

2.适期播种。越冬
西葫芦从播种到采收一般
为70天左右。在春节期间大量
上市，一般在10月上旬播种。

3.培育壮苗。越冬西葫芦一般在日光温
室或畦内采用营养钵育苗。为防止病害，播种
前应进行温烫浸种、药剂处理、催芽处理。出苗
前室温保持在25～28℃，有利于种子出苗，出
苗后白天温度控制在20～22℃，夜间温度控制
在13℃。定植前3～4天，室温降低2～3℃进行
低温炼苗。苗龄达到25天后进行定植。

4. 定植。定植前每亩施腐熟有机肥
3000～5000 千克、三元复合肥 50 千克，深
翻、耙平。在晴天中午，按株距 50 厘米、行
距 50~60 厘米开沟起垄并覆盖地膜，定植后
立即浇水。

5.温度调节。定植后3～5天封闭大棚，尽
量提高棚温促进缓苗，白天温度控制在25～
30℃；缓苗后，白天温度保持在20～25℃，超过
25℃时及时放风；开花结果期，白天温度控制
在24～26℃，夜间温度控制在12～16℃。

6.肥水管理。定植缓苗后，如土壤水分不
足，可浇一次催秧水，并追施复合肥。中耕松土
时进行蹲苗，直至根瓜长至10厘米后不再浇水
追肥。结果期应逐渐增加浇水次数，一般15天
左右浇一次水，每亩施复合肥30千克。严寒季
节一般不浇水，开春后可增加浇水次数。

7.光照调控。冬季温室内光照时间短，应
尽量加长见光时间，为此，草苫应早揭晚盖，经
常清洁薄膜，增加透光量，并且挂上反光幕。

（本报综合）

寒冬时节，唐山市玉田县亮甲店镇黄林村的场院
里一片红火，农民们正忙着晾晒、打包辣椒，准备外运
供应春节市场。

图为黄林村农民在场院晾晒辣椒。
新华社发 刘满仓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潘玲）1月3日，九龙坡区养蜂协
会在西彭镇举办养蜂技术培训会，邀请养蜂专家对会
员进行培训，来自金凤、走马、巴福等地区的60余名会
员参加了当天的培训。

培训主要围绕春季繁育和蜂王培育两项内容进
行，专家详细讲解了蜜蜂春繁的重要环节和注意事
项，以及春王的培育方法。培训会上，会员们认真听
讲，不时向专家咨询在养蜂过程遇到的困难，整个培
训会气氛轻松、互动频繁。

九龙坡区养蜂协会成立于2013年，近年来，通过

带领村民养蜂创收受到村民的欢迎，目前会员已达78
人，饲养蜂群约2400群，每年产蜂蜜4万~8万斤，主要
蜜源有油菜蜜、柑橘蜜、洋槐蜜、桂圆蜜、荆条蜜、山野
百花蜜等近10个品种，产值达30余万元。

九龙坡区自然环境逐年变好，四季野花不断，蜜源
丰富，适宜发展蜜蜂养殖。九龙坡区科协将加大对养蜂
协会的扶持，协会也将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及时普及
养蜂专业知识，帮助蜂农解决实际困难，指导蜂农养蜂
创收，同时将加快繁殖优良蜂种，不断提升蜂蜜的品质
和产量，搞好示范推广工作，打造出九龙坡区蜂蜜品牌。

九龙坡区养蜂协会举办养蜂技术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