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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乡村振兴

　　当乡村搭上网络直播的快车，一
种种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土特产驶向广
阔的市场……江西各地农村涌现出一
大批“新农人”，他们变身“主播”，利用
网络直播、短视频推介农村美景和土
特产，由此带活了山里经济。

“她”来带货成风景

　　“大家看，这些蜂蜜都是闭合的。”
在上饶市广丰区小丰村，“美食达人”
王彩霞正夹起一块刚割的蜂蜜对着镜
头介绍。为帮助地处偏远的小丰村销
售山货，王彩霞经常进村开直播，帮助
推销村里的铁皮石斛、蜂蜜、笋干等土
特产。现在，她的直播间成了当地土特
产最稳定的销售渠道。
　　丰城市洛市镇的熊兵琴则以家乡
风土人情为主题，创作出不少吸引流
量的短视频。这几年，她开始义务为家
乡的特产美食、自然美景做宣传。“山
里特产多，但是外面知道的少，我想利
用直播和短视频将家乡的特产推荐出
去。”
　　如今，在江西像王彩霞、熊兵琴这
样的“巾帼主播”有不少，她们充分发
挥女性的语言优势，把手机变成“新农
具”，把数据变成“新农资”，为乡村振
兴注入更多“她力量”。
　　作为共青城市土生土长的 90 后
女孩，袁敬萍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
2022 年，袁敬萍回到共青城市江益镇
跃进村，蹚出了一条直播助农特色之
路。她说，“要把共青特色农产品的味
道传到全国各地。”
　　为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
今年江西省妇联等部门联合举办了

“巾帼‘她力量’赣品网上行”2022 江
西巾帼直播电商创新创业大赛，着力
打造巾帼电商主播品牌，一批妇女带
货能手脱颖而出，成为乡村振兴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

以“培”带农促振兴

　　在萍乡市安源区青山镇光辉村，44 岁的吴检明把
“直播间”搬到了杨树坡，给观众现场直播土鸡的生活环
境。2020 年，在村委会的帮助下，吴检明参加了网络直播
培训，学习直播带货技巧，通过直播带货销售土鸡 1000
余只、鸡蛋 1 万余个，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鸡司令”。
　　借助新媒体电商平台，安福县洋溪镇着力打造直播
培训基地，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带动周边群众参与
进来。“通过电商直播方式，展示山里的农副产品，带活山
里经济。”洋溪镇党委书记李辉说。
　　萍乡市芦溪县农村电商直播基地里，乡村主播们正
在把当地的农产品推销到全国各地。通过搭建农村电商
直播基地平台，组织开展短视频及直播技能实训，芦溪县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全县从事电商的企业

（网商）达到 300 余家，有 8000 余从业人员。
　　江西各地通过开展农产品短视频制作及直播带货技
能培训，重点培养“村播达人”专业化水平，实现直播带货
从“新鲜”到“常态”的转变；同时着力构建直播电商生态
圈，使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真正成为“写生图”。
　　庐山市建成“一网多用、城乡互动、双向流通、高效便
捷”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并与多个村镇合作代销农产品，
运用“直播+农业+电商”方式，逐步推动农业品牌化建
设；抚州市南丰县建设了集内容制造、视频技术、直播场
景等于一体的“一站式”农村直播电商中心，以“线上+线
下”销售模式，直播销售甲鱼蛋、白莲、茶树菇等农副产
品，拓宽了农产品销路。
　　吉安县河源村引入本土电商企业“螃蟹王国”，并投
入资金 700 万元，大力打造直播、文创、电商等多种产业
模式，实现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带动民宿、种
植采摘、农产品加工等多种业态蓬勃发展。

“村播”带活“土产业”

　　当前，“销农货，找电商”已成为江西许多农民的共
识，越来越多土特产融入电商链条，让“村播带货”成为农
民增收新风口。
　　前不久，在石城县“十百千万”系列活动暨横江镇消
费帮扶专场活动现场，当地乡村主播们纷纷打开直播间，
帮助农户销售横江手工米粉、横江酒酿等农特产品。据活
动主办方统计，活动当天销售额超过 13 万元。
　　近年来，抚州市东乡区马岭村荆公合作社负责人王
新年带领村民种植竹荪、野生葛等农产品，并带动村民加
入“村播计划”。现在，王新年和他的“村播团”通过直播的
年销售额超过 700 万元，年累计销售农产品超过 20
万斤。
　　看到乡村直播给村民们带来的实惠，江西各地政府
主动搭建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农村电商发展氛围愈发
浓厚，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
　　“这是长水村 1000 米高山上采摘的野生茶，颜色鲜
亮，入口香醇。”在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的“罗坪三珍”直
播间，镇干部叶旦旦正在镜头前介绍着。武宁县 10 个乡
镇搭建了直播平台，乡村干部通过各种网络直播平台，开
展公益直播带货助农行动，目前已累计销售农产品 500
余万元。
　　活跃在田间地头和大山深处的乡村主播，不仅为土
特产开拓了销路，也通过手机将秀美乡村的景色展现出
来，带动了当地的乡村旅游发展。
　　伴随冬日暖阳，走进萍乡市湘东区江口村，只见当地
的乡村主播们正架着手机，向大家展示江口的山水风光。
通过直播，江口村独特的自然美景和浓厚的艺术氛围受
到越来越多人青睐，吸引一批批游客周末来到江口村休
憩、游玩、消费。
　　随着一个个直播间在赣鄱大地“开花结果”，乡村直
播已成为推动江西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
鲜活元素，正引领赣鄱群众走上发家致富的“快车道”。
    （本报记者黄书波 参与采写：刘志宏、饶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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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邵琨）用 34 根梨
木榫卯拼插，四面呈现“平安”字样……在
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水落坡镇家居展馆
内，来自皮店村的村民郭新泽正拿着一款

“平安鲁班锁”向客商进行介绍。由他设计
的老榆木鱼凳、平安鲁班锁等产品，带动当
地 300 多人从事制作和线上线下销售，帮
助村民增收致富。
　　今年以来，阳信县开展乡土人才“大寻
访”“大摸底”活动，挖掘扎根在基层、活跃
在民间的能工巧匠、经营能人、生产能手。

“人才就在身边。”阳信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尹晖说，“挖掘乡土人才并为他们创业提

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们做大做强，通过合作
社或者务工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水落坡镇刘家村村民刘春华由于掌握
了一种有机肥使用方法，实现了韭菜绿色种
植。阳信县政府发现刘春华种植的韭菜长势
好、品质优，随即帮他建成了 400 亩韭菜种
植基地，通过流转周边村庄土地，成立合作
社，带动了周边村民务工和村集体增收。
　　在乡土人才评选中，阳信县把传帮带
作为单独一项指标，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
挂牌乡土人才工作室，并享受相关待遇。
　　为了让更多能人巧匠从“幕后”走到“台
前”，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领头雁”，阳信县

为他们搭建切磋交流平台，定期组织恳谈会
等活动，帮助他们合作创业。乡土人才中有
专门从事小麦、玉米育种的，有生物有机肥
土专家，还有种粮大户，他们通过这个平台
直接联系上下游客户，实现抱团发展。
　　阳信县不断培育、使用、激励乡土人
才，让乡土人才“香起来”，乡村振兴“靓起
来”，越来越多的“土专家”“田秀才”“巧工
匠”破“土”而出，在带领技艺传承、带强产
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等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截至目前，阳信县已初步建立 1000 多
人的乡土人才信息库，涵盖专业技术人才、
经营管理人才等多个类别。

山东阳信：乡土人才“香起来”

江南水乡里晒鱼干
  ▲ 12 月 20 日在诸暨白塔湖畔拍摄的晾晒中的青鱼鱼干。据介绍，一条青鱼干
有 10 多斤，能卖 100 多块钱。浙江省诸暨市白塔湖有 6000 多亩的水域面积，湖畔
的村镇居民一直有冬季晒鱼干的传统习俗。许多当地百姓家庭将晒好的鱼干通过
零售渠道及网络销售，成为当地百姓增收的一大产业。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
　　在江苏省镇江市，当地调动技术、人才、
资本等全要素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助力
乡村振兴开创新局面，加快推进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镇江实践”。

降本增效：“一个人可以管 500 亩地”

　　在镇江新区大田种植数字农业项目现场，
300 多台农用机械在仓库里整齐排列，小到无
人插秧机，大到无人谷物收割机，实现了大田
种植全程机械化和部分设施设备自动化。
　　这里田成格、水成网，每块均为约 20 亩
的高标准农田，日作业能力达 5000 亩；建有
镇江单体规模最大的粮食烘干中心，单次烘
干装机量 1500 吨。
　　“传统农业一人可以耕作 3 亩地，在这
里，一个人可以管 500 亩地。”项目负责人魏
巧说，大田种植数字农业项目标准高，田间农
情监测物联网、智能装备普遍应用，真正实现
工厂化、标准化种植。
　　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带动优质粮油、高效
园艺、特种养殖、休闲农业等特色主导产业转
型升级，镇江近年来实施农业农村重大项目
156 个，完成投资约 114 亿元，发展市级以上
农业龙头企业 140 家，培育了一批农业新兴
业态。
　　镇江市副市长徐申锋介绍，镇江推进“产
业强市”一号战略，建立了新品种、新技术推
广示范基地 40 余个，食用菌、草莓、稻米等
产业研究院 12 个，努力培育农产品市场竞

争优势。
　　不仅产值高，更要生态优。镇江结合自
身农业资源特点，把生态良性循环转化成
农业生产力，推广农药化肥减量化行动，摸
索出一套适合丘陵山区的农业综合种养
体系。
　　空中鸟雀自由翱翔，林下禽畜散养觅
食，田间昆虫随意栖息……在镇江句容戴
庄村，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农业
图景徐徐铺开。去年，这里的越光有机再生
稻规模化种植获得成功，每年收两季，年亩
产量提高到 1000 斤。
　　“我们的稻田连续 16 年不施化肥、不
打农药了。”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
员赵亚夫告诉记者，倡导有机循环种养，实
施农业生态修复，“戴庄经验”正因地制宜
地向全省推广。
　　镇江还制定农业全产业链发展规划，
初步确定优质粮油、绿色蔬菜、精品水产、
现代畜禽、品牌茶果、特色园艺等 6 条全
产业链，7 个村入选 2022 年全国乡村特
色产业超亿元村。
　　高效农业引领产业振兴。镇江市委书
记马明龙说，要坚定信心决心、加大工作力
度，努力形成田园乡村与繁华城市交相辉
映的城乡发展新形态，奋力开创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新局面。

  数字赋能：为农产品制定差异化

销售路径

　　今年“双 11”，镇江的香醋、肴肉、蜂蜜
等老字号农产品在网购平台走俏，这得益

于近年来当地持续优化电商公共服务。
　　位于京口区的甜蜜蜜蜜蜂专业合作
社，在成立之初便有 130 多家蜂户加入。
由于一直依赖门店销售模式，合作社一度
遭遇发展瓶颈。合作社“农二代”胡希熠几
年前开始试水线上销售，父辈们起初认为
他“瞎折腾”。
　　镇江市农业农村局派专人辅导线上运
营，并鼓励合作社入驻一家大型电商平台的
镇江特产馆。经过长期培育，凭借镇江当地
优质蜂源供应，品牌的识别度和美誉度不断
攀升，目前年线上销售额超过 1000 万元。
　　看到纷至沓来的订单，老一辈不仅认
可了这一做法，还专门改造厂房预留出商
品直播、物流打包的场地。在当地农业农村
部门的引荐下，胡希熠还从互联网大厂挖
来一名“80 后”合伙人。“现在平均每天有
两辆小卡车上门拉蜂蜜。”胡希熠尝到了农
产品线上运营的甜头。
　　记者采访中发现，老农人的生产经验
和“农二代”的运营经验深度融合，是当地
农业经营主体的鲜明特征。
　　“我们对线上销售突出的电商经营主
体给予奖补，惠及农业经营主体 100 多
家。”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信息中心主任
刘铮认为，“互联网+农产品”让农户切身
感受到数字红利。

金融活水：引导更多资源投向“三农”

　　告别“望天收”，挑稳“金扁担”。镇江大
力实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金穗行动”，持
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涉农领域的支持力

度，在涉农担保、“整村授信”、农产品保险
等方面趟出普惠金融新路。
　　一直以来，缺少抵押物是农户贷款受
限、种植养殖规模难扩大的重要制约因素。
如何能第一时间为农户高效、精准授信？镇
江句容将金融资源和人手有效下沉，建立

“农户经理+驻村金融助理+网格员+村干
部”联动机制，为农户精准授信。
　　“一次授信、三年循环使用，农户可通
过手机随贷随还。经农户申请，可由客户经
理上门核实拍照，提高授信额度。”镇江市
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杨益斌介绍，通过建
立数字信用档案等方式，农户可“无感授
信、有感反馈、随时用信”。
　　记者了解到，在农户家庭建档、民主评
议基础上，给予每个信用良好的家庭一定
授信额度，这种“整村授信”的模式已在镇
江不少农村推行。截至今年 10 月末，镇江
全市涉农贷款余额 2947.8 亿元，同比增长
14.86%，增速明显高于其他各项贷款。
　　“我想买点化肥”“示范点能代缴水电
费吗”……在镇江扬中油坊镇太平村普惠
金融服务示范点，往来办业务的村民络绎
不绝。示范点负责人方美琴说，这里不仅能
提供取现、贷款等金融服务，还能让村民买
到各种农资和日用品。
　　“全市农村金融机构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中心任务，开展了一系列有效探索。”镇
江市委副书记、市委统战部部长巩海滨说，
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引导更多资源投向“三农”领域，让

“金融活水”源源流向“希望的田野”。
      （本报记者凌军辉、刘宇轩）

江苏镇江：全要素助力乡村振兴开新局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记者徐壮）记
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
悉，北京时间 20 日晚，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
布 2022 年“最佳旅游
乡村”名单，中国广西大
寨村和重庆荆竹村成功
入选。
　　大寨村位于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
族自治县。大寨村充分
利用当地的农耕梯田、
红瑶文化和自然风光发
展乡村旅游，形成了“西
山韶月”“千层天梯”“金
佛顶”等雄奇的梯田景
观，通过展示晒红衣、红
瑶长发、红瑶织布技艺，
举行集体婚礼、篝火晚
会等，把红瑶传统文化
转变为旅游业态。同时，
以旅游收入反哺古民
居、古建筑保护，实施梯
田景观修复。厚重的红
瑶民族文化、壮丽的梯
田风光交相辉映、相得
益彰，彰显了中国传统
农耕文明中因地制宜、
天人合一的智慧。
　　荆竹村位于重庆市
武隆区仙女山街道。荆
竹村一方面保留根植于
独特地理文化环境的生
活方式和建筑特色，另
一方面引入现代创意再

造公共文化空间，利用当地的瓷砖、木材和夯
土墙来呼应和推广村庄传统文化，为古老村
庄注入生机活力。荆竹村建成非遗传习所，搭
建文化资源宣传保护平台，用村民的老房子、
古柴火灶、方桌竹椅、铜茶壶与青瓷杯等打造

“归原茶馆”，保护修葺古代商道驿站，打造
“荆竹古道”，传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评
选始于 2021 年，旨在通过旅游促进乡村文
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2022 年共有来
自 57 个国家的 136 个候选乡村参选，最终
32 个乡村入选，中国入选数量名列亚太地区
第一。加上此前入选的浙江余村和安徽西递
村，我国已有 4 个乡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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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冬，早晨 8 点半，费颖儿又准时出现
在位于浙江湖州市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的先
锋农机专业合作社。打了几个电话后，她换上
套鞋，出门向晚稻收割现场走去。
　　眼前是一幢幢钢琴众创园，小高层的村
庄周边，刚刚被机械收割完的稻秆立在田野。
忆起 2019 年这里到处是 2 米多高芦苇的场
景，德清县先锋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费颖
儿边走边说：“现在这情景不见了，这里一年
四季稻香麦黄。这次收割的晚稻还有 100 多
亩，待这茬水稻收割完后，准备种 120 亩油
菜、150 亩大麦和 1700 亩小麦。”

　　东衡村是浙江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
村，是宋末元初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与夫人
管道昇的归葬之地。然而，这里也是远近有
名的“老矿村”，当年大量石材曾销往上海、
杭州等地。鼎盛时期，村里有 18 家矿山企
业，前后挖空了 50 余座山头。
　　“那些年，村民虽然通过卖石料富了口
袋，但绿意盎然的小丘陵没了，多了成百上
千个深坑。而放炮、挖石带来的生态破坏，也
让村民有怨言。”东衡村党委委员杨建伟说，
为改变这一状况，2009 年东衡村下决心关
停了所有的矿场，迈出了生态保护第一步。

　　不挖矿后，东衡村村干部的工资一度
发不出来。“2011 年，我们瞅准大城市渣
土无地方堆放的困境，对 1600 余亩矿坑
进行回填招标，最终以 1.08 亿元的价格拍
卖了这些指标，村里一下子多了 1 亿多元
的发展资金。”东衡村党委书记章顺龙说，
为保证每批次回填的渣土环保干净，他们
还在回填土里养鱼。“如果鱼死了，就说明
回填土有问题，施工方需要将有问题的渣
土重新挖起来处置。”
　　 2016 年，东衡村在回填复垦的矿山地
上试种了 330 亩水稻，但当年由于耕作层肥

力不够、田土渗水等原因，亩产量只有 450
多斤。东衡村党委副书记陆英田说，2017 年
开始，他们将周边河床上疏浚上来的淤土，
覆盖到 1600 多亩回填复垦的耕地上，这样
一来，粮食亩产量一下子就超过了 1100 斤。
　　“曾经我们靠卖石料带来了初级阶段的
富，如今我们靠矿山回填复垦等，步入了粮丰
水美、产业兴旺的新阶段。”章顺龙说，依托矿
山回填复垦，东衡村近年来已将 3800 亩废弃
矿山地改造成连片高产田，光一季水稻就能
产出 350 多万斤粮食，大大保障了当地的粮
食安全。（本报记者李平 参与采写：王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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