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们，你这蜂蜜保‘真’吗？”一名小伙在

网上直播卖蜂蜜，有网友过来调侃他。

小伙翻出一段视频——他在蜂箱旁，一

只蜜蜂突然落到嘴上。画面一转，他的嘴角

被蜇肿了很大一个包，造型活脱脱像网络爆

红的表情包。

网友们看到他的窘态，笑得前仰后合，纷

纷下单，家里的蜂蜜很快卖完。

小伙名叫李卫祥，家住河南省新乡市原

阳县路寨镇黄寨村。前不久，他在网上靠着

直播卖蜂蜜引发了大量关注。

在城市闯荡多年，李卫祥去年返回乡村，

并“决定不走了”。近日，记者找到了李卫祥，

采访了他的故事。

缘起——

回到家乡养蜂
当上带货主播

从郑州出发一路向北，到原阳县只需一

小时。14 时 30 分，记者赶到黄寨村时，李卫

祥正给他父亲帮忙，将一个个蜂箱装车，运往

西北边辉县市的村子里，继续放蜂采蜜。

一个蜂箱重约 80 斤，23 岁的李卫祥身板

不大，但他搬了一箱又一箱。父亲李如秀，今

年 58 岁，在旁偷乐：“娃长大了！”“以前？反正

不勤快，嘿嘿嘿。”

李卫祥听到了，傲娇回应：“我现在要学

养蜂技术，必须上心。网友叫我‘养蜂少主’，

这名头我可接下啦。”

“为什么做直播？之前是干什么的？未

来有什么打算？”看到这个年轻小伙，记者想

了好多问题。

15 时，蜂箱都装好了，运蜂车从原阳县出

发去辉县市。村道上，车辆难免颠簸。李卫

祥也回忆起他的“颠簸”人生：“我上学时成绩

一般，初中毕业后就去打工了。当过厨师、理

发师、销售、健身教练、客服，但一直不是特别

顺利，所以老是失败、尝试、又失败。”

座位旁，李卫祥的父亲老李，话不多，黝

黑 的 脸 上 总 带 着 笑 。 记 者 追 问 ，他 才 讲 几

句 ：“ 也 想 过 让 他 跟 我 养 蜂 ，但 怕 他 吃 不 了

苦，忙时直不起腰”“两个月花期，要一个人

待在深山里，无聊”“有时山里睡觉，有蛇爬

到床头……”

更 让 蜂 农 们 头 疼 的 ，是 蜂 蜜 卖 不 出 好

价。老李给记者算起了账：他家里一年产蜜

5000 斤，基本都卖给收购商，一斤蜜才 10 元

钱。冬天不是花期，要给蜜蜂们准备成吨的

口粮，一年成本近 2 万元。若刨去人工，赚不

了多少钱。

“我们的转机，一直到去年 10 月才出现。”

李卫祥说。

当时，老李让待在家的李卫祥帮忙拾掇

菜地。李卫祥不想去，躲在蜂蜜仓库里刷短

视频。屏幕里，不少带货主播滔滔不绝。这

让李卫祥精神一振，不服气的劲头上来了：

“他们直播视频的质量我也能达到，家里还有

蜂蜜可以卖，我也可以试试。”

说干就干！李卫祥买了打光灯、手机支

架，注册了账号，信心满满。

第一天，直播观看人数 13 人；第二天，9
人；第三天，7 人……每天播 3 小时，李卫祥越

播越无奈：咋越播人越少？

成长——

参加直播培训
找到流量密码

15 时 20 分许，我们乘坐的运蜂车驶出村

道，上了省道。

李 卫 祥 的 事 业 也 在 今 年 2 月 驶 入 新 路

——当时，村民的微信群里跳出一则消息：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在村里组织电商直播

培训，满 30 人就开班。

李卫祥眼前一亮，跑去村支书家问：“培

训收钱不？”

课程是免费的，来自新乡市鑫长庚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的老师讲课很实用。视频咋剪辑、

直播咋说话、脚本咋创作、小店咋开设……李

卫祥听得起劲，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课程每天两小时，一共 15 天。李卫祥一

天不落，觉得自己掌握技巧了，马上就能大干

一番。

“直播带货得有特色、得提前设计台词。”

想着老师的指导，李卫祥找出多年不曾用过

的纸笔，写起脚本来。

可惜，直播间人气也就几百人上下，仍然

不温不火。老师说的特色，李卫祥还是没有

找到。

4 月 11 日，直播出“事故”了，“特色”却被

李卫祥找到了——他没有戴纱网帽，直接在

蜂箱旁直播，不小心被蜜蜂蜇了，嘴角就肿了

一个包。直播间里，许多网友纷纷表示“太好

笑”。有网友之前质疑李卫祥带货的蜂蜜质

量不可信。这回看到他被蜇肿的嘴，终于表

示“确实是真的”“愿意买”。

突然增加的流量，让李卫祥立刻觉察到

了自己可以走幽默路线。下播后，李卫祥回

忆起老师讲授的方法，将直播素材剪辑成短

视频，放在了网上。

然后，李卫祥就火了。

“当时，好多平台都在转发我的这个作

品，还有很多营销号二次加工。”回忆起当时

的情况，李卫祥还有点小得意。

视频火了，李卫祥的小店也火了。从那

时候开始，小店每天卖出蜂蜜超过 140 单。一

单蜂蜜 1 斤装，每斤 38.8 元。

这回轮到老李惊诧了：“真这么多人买？”

带动——

传授直播技能
帮助乡亲带货

17 时许，运蜂车到了辉县市马头口村北

边的山脚下。还是这片林地，老李每年 6 月都

在这里放蜂，一放就是 20 多年。“今年不一样，

儿子和他朋友李宾也过来帮忙了。”老李很

开心。

黄寨村村民李宾，今年 27 岁，辞了新乡市

的辅警工作，找到李卫祥，“祥子，看你直播做

得挺好，能不能也带一带我？我也想试试。”

李卫祥一拍胸脯：“我们一起干吧。”

白天，李卫祥帮老李采蜜，教李宾怎么调

设备、做直播，晚上还要教他如何剪视频。抽

一点空，两人还会一起商量写短视频脚本。

“这些技能都是市里的老师免费教我的，我现

在再免费教他。”李卫祥说。

李卫祥成了当地名人，陆续有家乡的人

找他帮忙，他都一口答应。

“祥子，我家还有蜂蜜没卖完，你能帮忙

不？”前不久，村民李如朵上门求助。

李卫祥很慎重，先跑去查看蜂蜜质量，

“我不能卖给网友不好的蜜”。确保质量后，

李卫祥又在直播间里卖力吆喝起来。靠着他

一股子真诚、朴实的劲头，李如朵家的 300 多

斤蜂蜜，不到 5 天全部卖光。

“卫祥娃，真是中啊。”拿到钱，李如朵的

脸笑成一朵花。

乡 亲 们 的 表 扬 ，更 鼓 足 了 李 卫 祥 的 干

劲。“我还可以为大家做更多事呢！”最近，李

卫祥和几个村里小伙伴成立了小群，闲时会

去村里串门、找商机。村民们说：“村里的西

红柿、黄瓜、红薯粉条，质量都很好，可就是愁

销路。”听到这里，小伙子们笑了：“只要你们

保证质量，我们可以帮你们卖。”

走在黄寨村，记者发现，这是豫北一个较

为普通的村庄。日常见到最多的是老年人，

年轻人不多。“村子的希望，恰是在年轻人的

身上。”黄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巧凤看问题很

透，“卫祥娃带了个好头。”

李卫祥确实带了好头，有不少年轻人也

回到了村里或是准备回村。“农村天地广阔，

大有可为。以前，我们父辈的农具是锄头铁

铲，而今我们的农具可以是手机。”李卫祥说，

“让家乡变得更好，如果我们能出一份力，更

觉得自豪。”

采访快结束时，老李在一旁已扎好了帐

篷，李卫祥也搭好了直播台。最近，他们要

在辉县市的村子里驻扎大约两个月。除了

帮 父 亲 养 蜂 、采 蜜 ，李 卫 祥 还 要 接 着 做

直播。

采 访 中 ，有 一 幕 场 景 让 记 者 印 象 深 刻

——担心父亲腰痛，李卫祥主动拿起父亲的

扁担，挑起水来。老李则拿起儿子的直播架，

走在了儿子前面。远处，巍巍太行山成了直

播背景。近旁，蜜蜂飞舞，嗡嗡作响。

期 待 有 更 多 像 李 卫 祥 这 样 的 新 农 人 ，

像 蜜 蜂 一 样 ，用 新 技 术 为 家 乡 酿 出 更 多

新蜜。

河南省新乡市黄寨村村民李卫祥回乡成为新农人

跟父亲学养蜂 做直播帮乡亲
本报记者 方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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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河南省新乡
市黄寨村村民李卫祥因为
在直播中的生动表现引发
大量关注，家里的蜂蜜也
随之一售而空。在城市闯
荡多年，李卫祥选择返回
家乡，跟父亲学养蜂、教同
伴技能、给村民带货……
在他的带动下，不少年轻
人也选择了回乡发展，在
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实现人
生梦想。

本报石家庄 6月 24日电 （记者史自强）记者从河北省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上获悉：全省人社系统将

在加快政策落地见效、加速完成招聘招募、加力实施服务攻坚等

6 个方面推出政策“组合拳”，全面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创业，确保全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据了解，河北将普遍设立青年就业服务窗口，大力推行“直

补快办”“政策计算器”等服务，推进档案转递、补贴申领、社保缴

费等服务“打包办理”，高效办成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事。全省

将完善岗位征集发布机制，定期征集岗位需求信息，及时向社会

发布。统筹开发乡村全面振兴、司法辅助、医疗卫生、社区服务

等基层岗位，优先招用高校毕业生。挖掘事业单位岗位资源，统

筹自然减员，加大补员力度。同时，加快招聘招募进度，7 月份

完成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工作，8 月份完成事业单位招聘和

“三支一扶”等基层项目招募工作。

河北省把未就业毕业生、困难家庭毕业生、残疾人毕业生和

求职补贴发放对象作为重中之重，实施服务攻坚。省人社部门

6 月份将发布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指引，7 月份将与教育部门完

成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衔接等工作。同时，采用“大数据+铁

脚板”方式，做实做准实名信息数据库，对未就业毕业生每半个

月至少沟通联系一次，动态掌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需求、培训意

愿，做到“人员底数清、就业需求清、帮扶举措清、求职进展清”和

“登记到位、联系到位、帮扶到位”。

此外，河北省将适时推出一批职业指导公开课、直播课，组

织模拟面试、职业规划、企业参观等体验活动，增强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求职适应力；实施数字人才培育行动，采取校企合作、订

单培养等方式，推出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新职业

培训项目，开发实用性、短期性课程，提升职业竞争力。全省将

密集组织“职引未来”系列招聘活动，定期举办专业化、小型化供

需对接会。强化数字赋能，拓展线上就业服务渠道，用好各级各

类公共招聘服务平台，做好信息筛查，精准推送岗位。此外，推

动服务下沉基层，深入一线收集岗位信息，多渠道、多形式挖掘

就业岗位，有针对性地向未就业毕业生推荐。

河北省推出六方面政策

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好，现在

终于能睡个踏实觉啦！”几天前，浙

江省杭州市某汽车服务公司法人代

表李怀清致电杭州 12345，语气里满

是谢意，“特别感谢杭州 12345 帮我

们解决了这么大的难题，让我们可

以在杭州踏踏实实做生意了！”

原来，江苏人李怀清 5 年前在

杭州淳安县千岛湖镇开了一家汽车

维修厂，生意不错，今年又盘下了

300 平方米的店面开分店，“租金加

装修前前后后花了一百来万元。”

在取得营业执照后，李怀清前

往淳安县行政服务中心咨询办理维

修备案，却因选址不符合相关文件

要求，一时无法办理。“投资了这么

多钱，那时候真是焦虑得不行。”李

怀清说。

3 月 9 日 ，李 怀 清 致 电 杭 州

12345 热 线 求 助 。 接 到 电 话 后 ，

12345 牵头召集当地交通、规划、综

合执法等部门召开协调会，实地考

察研究无法备案的法律依据，并在

咨询法律顾问意见后会商认定：相

关的内部资料并不能作为汽车维修

企业备案的前提条件。一个星期

后，李怀清收到了可以办理维修备

案的通知，4 月初，李怀清的新门店

正式营业。

和李怀清的感受一样，“立刻跟

进、及时回复、高效处理”是很多市

民对杭州 12345 的印象。 2023 年，

杭 州 12345 共 收 到 市 民 来 电 表 扬

745 次。

早在 1999 年 6 月 15 日，杭州市

就开通 12345 市长公开电话，并以

便捷、高效的特点成为杭州政务服

务“金名片”。为了让热线服务更加

规范化、法治化，更有效地解决市民

的急难愁盼问题，杭州公布施行《杭

州市市长公开电话行政投诉办法》。2016 年底开始，杭州

市将食品药品投诉热线 96311、交通投诉举报热线 12328、

人力社保政策咨询热线 12333 等全市 55 条非紧急类政务热

线一起整合进了 12345，并在 2021 年进一步整合，现在全市

75 条非紧急类政务热线均已归并至 12345。一个号码接

听 、一 个 平 台 受 理 ，为 民 办 事 更 快 一 步 、更 进 一 步 、更 深

一步。

杭州 12345 还持续推进数字化改革和智能化应用。深

化数字赋能，抓实分析研判，现已开发智能质检、智能工单、

智能知识库、智能分析等应用，利用智能分析实现各项统计

数据高效汇总，及时反馈社会关切问题，形成有特色的热线

服务模式。同时，利用智能知识库对内打造一站式功能门

户，为话务人员提供查询、收藏、纠错、索要等功能，以便更

好为市民群众服务。

25 年来，杭州 12345 紧紧围绕“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

得更实”的要求，尽力做到热线“打得进、答得准、办得好”，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务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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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李卫祥在整理蜂箱。

本报记者 方 敏摄

■我的家乡我建设R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锡钦乡，318 国道旁，一座

“石榴籽”驿站正迎候着八方游客。

走进驿站，宽敞的休息区、舒适的座椅、便捷的供水供

电设施、高速的无线网络，以及贴心的供氧设备，这些设施

都是为来往的自驾游客而准备。不但如此，这里提供的文

化展示和交流平台，让游客在休息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拉

孜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

据介绍，这座驿站巧妙结合了锡钦乡的区位优势，选址

在花海旅游游客服务中心大厅内，旨在为过往的游客提供

方便，目前能为游客及群众提供汽车维修、便携式吸氧罐和

供水等服务。

锡钦乡副乡长徐文琼仍然记得那一天——一名操着陕

西口音的游客怯怯地走进驿站大厅，小心地询问着在大厅

里值班的徐文琼：“咱们这里有氧气吗？”

“怎么啦？”徐文琼关切地问道。

“我是自驾来的，时间长了，不舒服。看到咱们这个‘服

务区’，想着来问问。”那名游客告诉他。

“您跟我来！”转回头，徐文琼引着游客向内走去。到了

驿站内的沙发旁，徐文琼为他拖来了驿站内准备的制氧机，

让这名游客好好地休息了一会儿。

这对徐文琼来说不是第一回。自驾游是目前西藏最流

行的旅行方式，从拉萨到珠峰的 318 国道，锡钦乡是沿途重

要的一站。许多游客选择在此驻足休整，这座小小的驿站

就成了他们的补给站——喝水、吸氧、充电、休息、上网，漫

长的旅行中，需要补给的东西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

最有趣的，要数驿站大厅里摆放的电脑。随着现在

出行游客的数量越来越多，很多人希望在第一时间对沿

途拍摄的风光进行剪辑，并上传至网络，而这台电脑就是

为这样的客人专门准备的。“我们最早也没想到这样的需

求，但是问的游客多了，我们就为他们准备好。”徐文琼笑

着说。

“拉孜是日喀则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我们乡则是国

道在拉孜的‘第一站’。在这条西藏最重要的旅游大动脉

上，我们乡的党员轮流志愿服务，为往来游客做到最好的

保障。”锡钦乡党委书记李正告诉记者，“帮助村民解决生

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和救助服务，

目前共为游客及群众提供咨询服务 1600 余次、救助服务

74 次。”

据 介 绍 ，日 喀 则 市 在 318、219 等 国 省 道 沿 线 打 造 了

数 十 个 便 民 利 民 服 务 站 ，24 小 时 向 过 往 游 客 免 费 开 放 ，

提供“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急可如厕、累可歇

脚 、伤 可 用 药 ”的 多 种 便 捷 贴 心 服 务 ；通 过 设 置 留 言 墙 ，

收 集 游 客“微 心 愿 ”，整 合 游 客 反 映 的 环 境 卫 生 、商 户 经

营、设施损坏等景区治理问题，建立问题台账，督促整改

落实，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西藏日喀则打造便民服务站

小小“驿站” 温暖八方游客
本报记者 徐驭尧

6 月 24 日，祁连山下的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洪水镇费寨村，竞相开放的油菜花与道路、民居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丽

的田园风景画卷。 王晓泾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