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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助农到智慧

兴农，数字红利是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亟须激活的
宝贵资源。尤其是直播
助农，让田间地头的农产
品畅销全国，激发了农村
丰沛的产业活力。

这主要得益于直播
电商的 4个特性：形象生
动，立体再现；可长可短，
灵活自如；制作方便，传
播迅速；老少皆宜，人人
均可。

上述 4 个特性，很好
地挖掘了乡村特色产品
的多元价值。与其他媒
介形式相比，直播具有
很 强 的 现 实 感 和 说 服
力。它彰显了农产品的
更多价值——除食品和
使用价值外，还挖掘其历
史传承、民族文化、人文
关怀、生态文明等价值，
实现了农产品在价值链
上的攀升。

这首先体现在直播
的展示功能上。从宏观
记录到微观叙事，从现场
拍摄到深度解读，直播电
商通过其动态性和全媒
体性，全方位展现乡村特
色产品相关的物、景、人，
让消费者更立体地感受
到农产品的各种特性。

直播有助于挖掘乡
村产业的内涵价值。中
国各地资源丰富多彩，既
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非
物质资源，如历史、文化
遗产、传说、风俗、工艺
等。通过直播及其衍生
的短视频等形式，可以达
到生产场景再现，为乡村
产业赋予地域文化特色，
提升产业影响力。

直播电商还善于发
现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挖掘潜在消费价值。通
过直播电商，消费者能发
现更多自己喜爱的产品，卖家也能找到精准的目标
客户，挖掘潜在消费价值。高效的粉丝互动，也激
发创作者们生产更有价值的内容，实现产品成交和
复购，让产品价值在消费端被充分挖掘。

近年来，一些直播和短视频平台围绕乡村产
业发展，推出多个直播助农项目，聚合网络达人开展
直播活动，打开农产品销路，取得较好效果。但也要
看到，直播电商平台本身也面临着创新升级的要求。

未来的直播电商，不应止步于仅仅提供产品销
售渠道、技术学习来源、农资购买手段和日常交流
工具，更要根据使用者特点，利用大数据技术针对
性地为用户提供决策咨询，包括生产决策、经营决
策和产业创新升级的决策等。

平台还要积极面向农业农村现代化需求，挖掘
更多应用场景。这需要平台企业不断研究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新需求，突破单一卖货模式，全面推动
本地农业的产、供、销体系建设，畅通物流和金融服
务，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更多应用场景。

短视频直播平台自身也需继续做好平台环境
建设。直播助农已经走过了十余个年头，对一些影
响行业生态的乱象，既需要有关部门予以规范和整
治，也需要企业积极带头创造一个安全有序、健康发
展、高效运行的网络环境。唯有如此，才能助推直
播助农向直播兴农转变。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
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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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里买农货，手机一点就下单。商务部发布
的《2023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报告》指出，“数商
兴农”成效显著，农产品销售增速快于网络零售总体
情况。

各大直播电商平台直播助农做得风生水起。培
训主播、推荐引流、衔接市场……昔日“卖不出县、

卖不上价、卖不对路子”的土特产，因为直播电商被
亿万消费者追捧。手机也因此成为农民手中的“新
农具”。

随着直播助农不断深化，直播不仅带动了农产
品的销售，更成为扶持地方品牌、拓展产品增值空
间、加速形成规模化产业带的新动力。

手机成了“新农具”
——“直播助农前线观察”系列报道之平台篇

本报记者 袁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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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视点新媒视点抖音直播间年助销农产品47亿单，淘宝“村播计划”培训新农人主播逾11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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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浙江省湖州市长兴
县泗安镇二界岭中心幼儿园青
年党员志愿者通过网络直播销
售樱桃。

陈海伟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市六堡茶城，主播在电商助
农直播大赛上“打擂”。

何华文摄（人民视觉）
图③：在河南省洛阳市伊

滨区寇店镇孙窑社区电商助农
直播基地，主播正在屏幕前热情
地向网友们介绍番茄。

倪 睿摄（人民视觉）
图④：在云南省昆明市举

办的第七届中国-南亚博览会
上，网络主播正在推介农产品。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图⑤：在重庆市綦江区赶

水镇石房村，主播在进行直播
带货，助农销售当地特产草蔸
萝卜干。

陈星宇摄（人民视觉）

新技术助力AI减少“胡诌”
据新华社北京电 人工智能（AI）中广泛使用的大

语言模型不时出现的“一本正经地胡诌”是其难以克
服的问题。近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
名为“语义熵”的新方法，有望大幅提升 AI 回答的可
靠性。

大语言模型的“胡诌”在业界被称为“幻觉”，牛津
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研究人员提出“语义熵”方法试
图解决这一问题。让大语言模型对同一问题生成多
个答案，然后将语义相近的答案聚类，最后根据聚类
结果计算熵值。熵值越高，表示大语言模型的回答越
不确定。

研究人员说，“语义熵”技术有望在问答系统、文
本生成、机器翻译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帮助AI
生成更可靠、更有价值的内容。

联合国发布“全球信息诚信原则”

据新华社联合国电（记者潘云召） 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布“全球信息
诚信原则”，旨在遏制错误和虚假信息以及仇恨言
论的传播。

古特雷斯介绍，“全球信息诚信原则”包括“社会
信任和韧性，独立、自由和多元化的媒体，健康的激励
机制，透明度和研究，赋予公众权力”五大原则，是与
联合国会员国、青年领袖、学术界、民间社会、私营部
门以及媒体进行广泛磋商的结果。它们为可持续和包
容性发展、气候行动、民主与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⑤⑤

培育主播培育主播——

让让““菜鸟菜鸟””变变““达人达人””

藏族小伙尼玛次仁的直播
场景“画风”百变。有时是潺潺
溪流，有时是巍巍群山。这一
次，背景换成了皑皑雪山，他迫
不及待地同网友们分享自己的

“战果”：“我在给大家挖虫草，已
经挖到10多个啦！”

尼玛次仁来自云南省鲁甸
县，一个远近闻名的药材之乡。
滇西北高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让这里盛产高品质野生虫
草、松茸、桑黄等药材。

过去有段时间，一提到这些
药材，当地农民总会长叹一声：

“我们捧着金饭碗，吃的却是粗
茶淡饭。”为什么呢？尼玛次仁
告诉记者，那时鲁甸卖药材的方
式很传统。“要么坐等中间商主
动来村里收购，价格不稳定，还
容易被压价；要么就要自己背着
重重的竹篓到城里农贸市场去
卖，但路又太远，费时费力，还不
一定能卖上好价钱。”

直到农民们开始和直播电
商平台合作，情况才有了转机。

去年，听说电商平台“淘宝
直播”与当地有合作，尼玛次仁
所在的合作社也想试试直播卖
货。村民们觉得他口才麻利，便
推荐他去丽江市区接受淘宝直
播培训。

“那时的我根本不懂电商，
也 没 看 过 直 播 ，完 全 是 个‘ 菜
鸟’。我能学会直播吗？心里完
全没底。”尼玛次仁没想到，这
次培训完全是从零开始，从头
讲起。先向学员普及电商是什
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再一步步
带学员开通直播号，教学员直
播技巧和注意事项，缓解学员
紧 张 情 绪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培
训，尼玛次仁逐渐上手，还摸索
出了贴近自然、有独特民族风情
的直播风格。

“有时，我会直接带大家去
看药材长在哪里，让大家有更直
观的感受。有时，我会拉上村民
在直播间唱歌跳舞。顾客购买
我们直播间的商品，还会收到附
赠的哈达和金刚结，寓意‘来自
高原的祝福’。”分享起自己的直
播经验，尼玛次仁头头是道。

质量上乘的特色产品、轻松
愉悦的直播氛围，让尼玛次仁收
获不少惊喜。从去年11月开播，
运营不到半年，直播间月销售额
就突破了百万元。这位土生土
长的农村小伙，从“直播菜鸟”变
成了“网红达人”，不仅通过直播
把家乡药材卖到全国各地，还带
动更多村民加入直播行业。酥
油、藏香、珠串……从民族特产
到手工艺品，如今，合作社直播
间内售卖商品品类已达上百种，
村民收入也芝麻开花节节高。

“感谢政府和直播平台对我
们的培训。直播电商为我们这
个处于高寒地区的偏远山村打
开了一扇致富大门，让我们对乡
村全面振兴更有信心。扎西德
勒！”尼玛次仁笑得嘴角咧到耳
根上。

搭建桥梁搭建桥梁——

送送““小农户小农户””进进““大市场大市场””

晚上 8 时过后，福建省屏南
县城里大多数农产品门店已经
打烊。但在县农产品直播中心
的直播间里，“小田姑娘”田小宇
正忙得起劲儿。

扎着两条马尾辫、穿着一身

红衫，她熟练地讲解手中的屏
南 特 产 ：“ 这 一 款 菌 汤 包 ，不
熏不染无添加，每一份都有检
测 报 告 ”“ 只 需 泡 发 30 分钟就
能下锅”……

屏南位于福建东北部，海拔
逾 800 米，山清水秀，气候湿润。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这里成
为食用菌生长的绝佳之地。数
据显示，屏南县是中国南方最大
的香菇生产、出口基地之一，年
产鲜香菇 4 万吨，全县 80%农户
从事香菇等食用菌生产行业。

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再
优 质 的 菌 菇 也 害 怕 大 山 的 阻
隔。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供应链
中，零散初级产品处于弱势地
位。因为不能跟消费者“见面”，
无法准确获知市场需求和反应，
卖得好时，难以总结经验，卖得
差时，也探究不出问题根源，只
能陷入盲人摸象的无序循环。

打从开启直播后，田小宇与
顾客的直接互动多了起来。每
次下播，她都会认真记录、归纳
网友需求和建议。根据这些反
馈，她不仅在直播间里教大家辨

别菌菇好坏，还讲解福建特色的
煲汤方式，大受欢迎。

和粉丝的互动，激发了田小
宇的灵感。她发现，传统菌菇销
售是单一品类按斤卖，但很多粉
丝购买之后，反映不懂要怎么
吃。“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前搭配
好呢？”于是，她试着把散装的各
类菌菇按比例配置成 70 克重的

“六珍汤包”，保证大家拿到就会
做。这款贴合现代人快节奏需
求的汤包，成了小田姑娘家的明
星产品。

一根网线、一部手机，直播
畅通了产销，架起了农业生产和
市场需求间沟通的桥梁。以往，
产业链条前端种植户和企业缺
乏消费市场信息，不能够对消费
者细分需求和习惯做出产品上
的迭代调整。如今，在短视频和
直播场景下，通过实时互动，生
产者和消费者实现了无缝对接，
为农业转型升级找到更明晰的
方向。

“在电商平台上，农户、生产
者、供应商、服务商、消费者紧密
合作，构建了乡村产业链新的利

益联结机制。”农业农村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忠海表
示，农民主播通过与消费者的互
动，能够更好地跟踪和了解消费
者需求，按照需求优化产品结
构，提升产品质量。由此，在实
现分散小农户与社会化大市场
有效连接的同时，找到了促成农
民增收的新路子。

这些年，屏南菌菇市场的变
化，田小宇看在眼里：“像虫草
花、鹿茸菇、姬松茸这些市场需
求量相对比较小的菌菇品种，过
去都是村民们零星分散种植，能
种多少、能卖出去多少连村民自
己也没数，形不成规模效益。这
些年，通过电商直播，菌汤包打
出了品牌，即便是需求量较小的
菌菇品种，也能有稳定、顺畅的
收购渠道。像羊肚菌这样的抢
手货，年年供不应求，闽东地区
甚至还要收购其他地方农民种
植的呢！”

如今，田小宇的抖音账号已
经有了将近 500 万粉丝，一场直
播下来，最高能卖出超60万包菌
菇 ，带 动 周 边 近 300 名 村 民 就

业。现在除了卖菌汤包，“小田
姑娘”还会卖黑木耳、多种口味
的冻干银耳羹、甘蔗红糖、核桃
油等。田小宇说：“让更多好的
农特产品被看见，这是‘小田姑
娘’这个品牌存在的意义。”

打造品牌打造品牌——

从从““卖产品卖产品””到到““传文化传文化””

直播助农，“卖出去”只是第一
步。怎样能让农民持续有钱赚？
有专家认为，下一步要打造“自带
流量的产品”，也就是形成品牌。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
心原主任汪向东指出，直播助
农，改变了品牌营销的维度、深
度、温度。除了将农产品优良品
质广而告之外，还传递着乡村特
有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从

“卖产品”到“传文化”，品牌营销
变得更有温度。

不只是屏南菌菇。今年以
来，海南芒果、浙江安吉白茶、湖
北秭归春橙、山东蓬莱樱桃、广
东茂名荔枝等农产品相继在抖
音等直播平台爆火。“抖音电商
先后推出了‘山货上头条’‘金
产地计划’等助农专项。在推
动乡村产品多元价值展现的同
时，助力区域农产品品牌不断
发展和升级。”抖音电商鲜食生
活行业营销策略负责人马顺霞
表示，在农产区调研及市场走访
中，抖音电商还举办了多场商家
培训会和交流会，帮助更多地方
达人和中小商家了解电商经营技
巧、助力农业直播平台长效发展。

据了解，目前在抖音电商的
各个农产品直播间里，一年的讲
解总时长约4000万小时，助销农
产品超过 47 亿单。平均每天就
有 1300 万个装有农特产品的包
裹销往全国各地。

在2023年丰收节期间，淘宝
天猫深入原产地，在 130 余个农
业产业带直播。淘宝“村播计
划”启动至今，已培训新农人主
播逾11万名，并通过产、加、销一
体化发展，助力农产品实现品牌
化发展。未来，将会有不少像鲁
甸药材一样的农产品，被更多消
费者知晓。

不久前，尼玛次仁领到了作
为主播的第一座奖杯。这对他
来说是个巨大的激励，让他有勇
气把眼界打得更开、看得更远。
现在，他有了一个新目标：不但
要把家乡的乡货卖出去，还要让
更多人知道，它们是来自云南鲁
甸的产品。

“因为有了直播，更好的日
子，就在前方啦！”尼玛次仁眉目
间流淌着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