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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屏幕方寸间，是他们的主场；乡村广袤的天地，有他们竞逐的舞台。近年来，随着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加速下沉，“村

播”正悄然兴起。

村播，顾名思义就是活跃在乡村的主播，他们链接城市和乡村，贯通资源和市场，甚至还为当地文旅推广“添柴加薪”。

群山环抱、炊烟四起，西翥街道是昆明市五华区唯一的涉农街道，也是网红打卡地。 这里不仅有浓郁的白族风情，还盛

产各类农特产品，深受都市人青睐。

当村庄抬头能仰望月亮，俯身可拾六便士；当麦田里除了生计，还藏着诗和远方。 西翥开始变身青年创业的热土，一批

“村播”也在这片土地诞生、成长。

“村播”兴起 直播电商助推乡村经济多元发展

“手工制作的木锤酥，喜欢的朋友

可以在直播间下单。 ”“牛奶大草莓，果

香浓郁，直采直销。 ”……

2024

年

12

月

19

日， 记者在抖音平台多个三农直播

间，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村民向网友介

绍着自己家乡的特色产品。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乡村经济也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有越来越多的村民

拿起手机，“摇身一变” 成为乡村带货

主播，通过直播和短视频平台，将农产

品推向市场。该模式不仅拓宽了农货的

销售渠道，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

力量。

村民“化身”带货主播

数字化革新农产品流通模式

数字化时代，手机已经成为村民的

“新农具”，直播则成了“新农活”。

目前，由全国各地村民构成的“村

播”群体正在迅速崛起。 他们利用电商

平台，将原本滞销的农产品变成了热销

商品， 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

2024

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显

示，

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全国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达

5870.3

亿元， 同比增长

12.5%

。

在农产品电商的浪潮中，涌现出诸

多“村播”代表。 例如，甘肃省庆阳市庆

城县十里坪村的杨忠政便是“村播”领

域的佼佼者。

2019

年，他组建庆阳五兄

弟团队，并在快手平台开设了“庆阳苹

果走天下”账号。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

推广等方式， 他不仅推销了家乡的苹

果， 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共同增收致富。

而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横村镇杜预

村， 村书记姚兴军亲自上阵当主播，推

销村里的稻鸭共生米等农产品：“我们

把鸭子放到田里， 鸭会吃田里的害虫，

鸭粪用来肥田，这样就形成了绿色无公

害的生态大米。 ”据悉，截至目前，姚兴

军的“桐庐姚书记”直播间已累积实现

总成交量

9000

余单、总成交金额

50

余

万元。

“‘村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产

品的传统流通方式，形成了新的流通模

式。 该模式不仅拓宽了农产品的销路，

而且提高了其附加值。 比如，乡村带货

主播借助电商平台，将创新种植农产品

的故事传递给消费者，使其能更加了解

农产品的价值， 以进一步提升销量。 ”

业内人士指出。

“村播”破解产业发展等难题

助力乡村振兴

“村播”打破了农产品销售依赖线

下市场和中间商这一传统模式的局限

性，直接将农产品推向消费者，缩短了

销售链条、 降低了成本、 提高了效率。

“同时， 乡村带货主播还可以通过直播

了解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从而调整

销售策略 ， 推动农业产业的转型升

级。 ”产业观察家洪仕宾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道。

因此，洪仕宾认为，“村播”的兴起

并非偶然，其深层机制就在于它能够有

效解决农产品销售难、 农民增收慢、乡

村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而取得一系列

成效的背后， 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与指

导。 记者注意到，为了推动乡村振兴走

深走实， 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了政策措

施，鼓励、支持村民利用电商平台，开展

农产品销售活动。 比如，在陕西省宝鸡

市，政府通过出台扶持政策，鼓励村民

电商创业。 同时，政府还不断加强农村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产品的销售提

供了有力保障。

持续创新

拓展“村播”发展空间

“‘村播’模式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展现出了较大潜力，但也面临着诸多挑

战。 比如，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物流配送体

系不完善、村民缺乏电商知识技能等。 ”针

对这些问题 ， 电子商务领域专家洪勇建

议，“首先，有关部门应加强农产品质量监

管，建立标准化生产流程。 其次，需完善农

村物流基础设施，缩短配送时间。 此外，可

以开展电商培训，提升村民的网络销售能

力。 ”

“未来，‘村播’还应在技术创新、人才

培养、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持续发力。 相关

部门通过应用更新的技术和引入更先进

的设备，提升直播的画质和互动性 ；通过

培养更多的乡村直播人才，为‘村播’注入

新的活力；通过延伸产业链 ，推动农产品

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 如乡村旅游、文

化创意等， 打造多元化的乡村经济体系。

同时， 要进一步挖掘和整合乡村资源，发

挥乡村的独特优势，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

的力量。 ”农文旅领域专家袁帅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卢岳 王紫茜）

05

聚焦

MARKET��INFORMATION

2025-1-16���星期四 责任编辑 阎梦婕 制作 阎梦婕 电话：0351-�4048890

“村播”成长记

出道

“这是我们本地产的腌木瓜丝，非常

脆爽，大家可以来听一听。 ”在西翥街道

大村社区 ，一个农家小院内 ，身穿白族

服装的主播张茜茜一边尝着木瓜丝，一

边将麦克风凑近嘴边。

伴随着清脆的咀嚼声， 隔着屏幕，

网友们好像感受到了木瓜丝的脆爽。

画面中，张茜茜头饰上的白穗随风

飘荡， 露台上竹筛里的甜柿金黄透亮，

再搭配扎染的桌布，乡土气息十足。 透

过镜头，网友们似乎能沉浸式走进这个

白族农家小院。

1997

年出生的张茜茜是大村社区

两委主任， 与她直播搭档的“金花”和

“阿鹏”，也是大村社区的工作人员。 他

们宛如邻家走出的白族姐弟，向网友们

讲述着当地的历史文化。

近年来，大村社区的村集体经济公

司已经实现了市场化、 品牌化运营，成

立了

6

家子公司，同时也具备物流仓储

的能力。 万事俱备，只欠推广。

2024

年

10

月，曾经有过几次直播

经验的张茜茜和同事作了一个大胆的

决定：他们要组建一支村播团队。 今年

10

月， 一个年龄跨度

80

、

90

和

00

后的

组合顺利“出道”。

入职社区前，张茜茜曾被评选为全

省金牌导游，对云南的民族文化如数家

珍，这样的“斜杠青年”，正是村播的最

佳人选。

正如四年前义无反顾选择回到家

乡， 这一次张茜茜的选择也非常坚定：

“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回到家乡， 就是为

了改造发展家乡， 既然到了基层工作，

肯定要为之努力。 ”

张茜茜和同事一方面要帮本土企

业做推广，另一方面也要帮助农户打开

销路。

他们选品的地点不局限于选品间，

还有乡村的集市。 土鸡蛋 、 南瓜 、葫

芦 ……这些集市上不太显眼的农特产

品，有可能会成为直播间的“香饽饽 ”。

穿梭在摆摊老人期盼的目光中，张茜茜

和同事熟练地拍照、 上传产品信息，为

下一场直播做准备。

成长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茜茜！ ”

这是张茜茜早期的开场白， 热情自信，

但辨识度并不高。

如今，镜头前的她习惯身着白族服

装和网友们问候：“五华风采， 西翥灵

仪，大家好，我是白族金花茜茜。 ”

一句开场白的变化，背后是直播理

念的转变 ：不仅融入了乡土元素 ，还打

造了鲜明的个人

IP

。 而这些变化，得益

于“村播小院”的培育。

2024

年

10

月

25

日，云南首家“村

播小院” 在昆明五华西翥揭牌成立，首

期培训， 就有

35

名来自各社区的村播

报名。 他们当中，有的是和张茜茜一样

的社区工作人员， 有的是青年创业者，

绝大多数是“直播小白”。

在大多数人眼中， 直播技术门槛

低、有手机就能播，事实并非如此。 不同

于头部主播， 素人出镜的冷清场面，足

以劝退很多新主播。

深耕农业领域十余年， 孙立刚掌握

大量产业链上的企业资源， 也曾在全省

培育了一批头部主播。 在他看来，村播看

似很简单，背后需要一整个体系支撑，比

如需要打造独特的个人

IP

、 直播中要展

示乡村最真实的一面， 要有当地乡土文

化的输出。 再比如，需要成熟的供应链解

决农产品发货、售后等细节问题。

而村播小院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村播小院，实际上就是为我

们广大的村播提供一个孵化培育、学习

成长的空间。 ”孙立刚介绍，通过专业运

营人员定期组织培训，帮助新主播们打

造个人

IP

、分析后台数据，逐渐提升流

量。 后方“村播云仓”更是汇聚了

200

多

个品类农产品，供村播们选择。

开播一个多月来，张茜茜团队最好

的成绩是销量突破千元，这对于新主播

而言实属不易。

回归

村播的兴起，也让更多外出的乡村

青年，有了留在家乡的理由。

张艳丽就是其中之一。 大学毕业

后， 家住大村社区的她决定辞职回乡，

经营父亲的养兰事业。 直播一年来，张

艳结交了不少兰友，也逐渐找到了喜欢

的事业。

父亲养兰

24

年， 靠着一屋子的兰

花养大了两个女儿。 张艳丽从小耳濡目

染，对兰花有着独特的情感。 毕业后的

她曾经在外工作过一段时间。 每天面对

烦琐的工作 、冰冷的出租屋 ，让她萌生

了想回家的念头。

2014

年， 她回到家

乡，和父亲一起经营家里的兰花生意。

近两年，随着直播行业开始下沉乡

村，张艳丽开始琢磨 ：能不能通过直播

把自家的兰花卖出去？ 她尝试把直播间

设在养兰室，让网友们看到自家的兰花

养在室内也能长得很好。

从一开始怯生生地和网友打招呼，

到如今自如地和兰友们分享养兰心得，

张艳丽逐渐喜欢上了直播，也很享受与

兰友聊天的过程。

庭前屋后瓜果飘香，父母常伴左右，

张艳丽曾经最向往的生活变成了现实。

随着全省第二家“村播小院 ”落地

石林县，孙立刚正在谋划：“未来两到三

年内，希望‘村播小院’在全省每个县区

都能落地，通过壮大村播队伍 ，让云南

的农特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

当传统的乡村集市日渐冷清，村播

正以另一种方式， 延续乡村往日的热

闹。 这份事业，不仅吸引着外出的青年

归乡， 也让乡村这片土地重新焕发生

机。 （期俊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