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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说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

困地区的产品，帮助当地增收脱贫的一种

方式。9 月，首届全国消费扶贫月活动启

动，推出了包括消费扶贫专柜专项推进活

动在内的五个专项活动。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问卷网（wenjuan.com）对 2003 名受访者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2.1%的受访者进行

过消费扶贫，84.1%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

会，愿意更多地参与消费扶贫。参与消费

扶贫，75.5%受访者最看重产品质量。

受 访 者 中 ， 来 自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31.2%，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49.0%， 三 四 线 城

市的占 16.7%，城镇或县城的占 2.5%，农

村的占 0.7%。

71.8%一线城市受访者进
行过消费扶贫

在 北 京 某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的 刘 红 （化

名） 今年进行过多次消费扶贫。她感觉消

费扶贫能够把消费者参与扶贫的积极性给

带 动 起 来 ， 同 时 调 动 贫 困 户 的 生 产 积 极

性。“以前提到扶贫，第一反应就是直接

捐钱捐物，但这种帮助可能对于贫困户来

说会有损他们的主动性，可能是短期的帮

助 ， 没 有 长 久 的 动 力 。 但 消 费 扶 贫 不 一

样，通过购买农产品就参与扶贫了”。

调查显示，62.1%的受访者进行过消

费扶贫。交互分析发现，一线城市受访者

进行过消费扶贫的比例更高 （71.8%）。

80后王瑶本科毕业后，在多个知名企业

从事 HR 工作。2013 年，她从企业辞职开始

环球旅行。她在一次与“驴友”的聊天中得知，

很多人都吃不到正宗的铁棍山药，而她的家

乡河南温县，正是铁棍山药的种植生产地。

就 这 样 ， 王 瑶 萌 生 了 回 乡 创 业 的 想

法 。2014 年 ， 她 在 河 南 省 焦 作 市 温 县 黄

庄镇南韩村注册了公司，主要从事铁棍山

药种植、销售和深加工。

开 始 创 业 时 ， 王 瑶 也 遇 到 了 很 多 困

难，不懂电商、不了解市场行情，更不知

道怎样把农产品销售出去，还有农户不愿

意继续种植山药。后来，她逐渐探索出了电

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组织农户进

行山药的规模化种植，许多贫困户也加入

到了山药种植生产中来。在销售渠道方面，

拓展了微商团队、自媒体和社区团购等。

在王瑶看来，消费扶贫实现了三重效

果。“首先，可以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农村

的产品。其次，可以让更多农户参与到种

植 、 销 售 中 来 ， 从 而 带 动 农 村 就 业 。 最

后，消费扶贫让生产与消费对接起来，可

以 进 一 步 提 升 农 产 品 的 附 加 值 。 像 近 些

年，大家更加关注养生，我们做的山药就

属于这种类型的产品，我们也在不断地深

加工，提升产品价值”。

对 于 消 费 扶 贫 的 效 果 ， 调 查 中 ，

65.3%的受访者认为可以拓展贫困地区产

品销路，57.7%的受访者认为可以帮助贫

困户增收脱贫，54.2%的受访者感觉可以

提高贫困户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

“其他扶贫形式更多发挥的是政府主

导力量，消费扶贫则更注重市场在脱贫攻

坚中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前恒分析，消费扶

贫能够为贫困地区注入内生发展动力，倒

逼农村地区调整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同

时 也 为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扶 贫 提 供 了 一 个 渠

道，“贫困地区的人们要想把产品或服务

卖给别人，就需要符合市场需求，这样会

倒逼他们调整自己，与市场接轨，从而建

立起长效的脱贫机制”。

84.1%受访者愿意更多地
参与消费扶贫

刘红说，在通过网络购买一些扶贫产

品时，也曾心里犯嘀咕，担心收到的产品

不 像 介 绍 得 那 么 好 ， 或 者 有 什 么 品 质 问

题，“如果能够在品质上有更多保障，针

对网络平台有更多规范，我觉得会有更多

人愿意参与进来”。

在进行消费扶贫时，受访者最看重哪

些 因 素 ？ 数 据 显 示 ， 质 量 的 获 选 率 最 高

（75.5%），接下来是特色 （57.7%）、扶贫

标识 （46.3%）、贫困情况 （41.4%）、价格

（41.3%） 和名人推荐 （22.1%） 等。

王瑶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一些农产品销售遇到了困难，但随着

直播带货等互联网力量的参与，消费者的

购买力度也在提升。

调查中，84.1%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

机会，愿意更多地参与消费扶贫。其中，

一线城市和农村地方受访者愿意的比例更

高，分别为 85.9%和 85.7%。

对于消费扶贫的发展，60.5%的受访

者 希 望 切 实 保 证 产 品 质 量 ， 提 升 供 给 水

平，52.9%的受访者建议完善消费扶贫产

品认定，防止假冒，52.4%的受访者建议

差异化发展，挖掘产品特色。

“我感觉现在靠低价走量的销售形式更

多一些，但会面临好产品卖不上价的情况。

就我们自身来说，还是希望能够做优农产

品。”谈及消费扶贫在未来的发展，王瑶觉得

需要做好品控和售后服务，“我们会让农户

按照标准去种植生产，这样才能严格把控好

品质。我们也会定期给农户培训，邀请专家

来讲授如何规范种植。品质做好了，售后保

障了，消费扶贫才可以更长久地发展下去”。

对于消费扶贫，受访者还有哪些期待？

调查中，46.5%的受访者建议加强宣传，营

造浓厚氛围，42.9%的受访者建议加强对贫

困户生产、营销技能培训。其他方面还有：

创新运营模式，拓展线上线下渠道（35.9%），

协调好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关系（28.4%），

加强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25.5%）等。

消 费 扶 贫 要 可 持 续 发 展 ， 陈 前 恒 认

为，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完善。首先，就

是贫困地区生产的产品要符合市场需求。

“贫困地区往往有比较好的自然环境，天

蓝、水净、空气好，对于贫困地区的生产

者来说，需要思考怎样把这种自然优势转

化为市场优势。一些传统的生产者根据自

己的经验来种植农产品，结果发现推销不

出 去 。 在 消 费 扶 贫 上 ， 需 要 改 变 传 统 观

念，要考虑市场需要什么，根据需求来生

产，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才不愁卖”。

第二，要改变生产和供给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贫困地区生产出好产品，还需

要畅通信息流通渠道，打通与市场对接过

程中的堵点”。

第三，要让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城市的

居民自发、自愿地参与进来。“对此首先需要

营造城市居民参与消费扶贫的社会氛围。可

以结合扶贫日、消费扶贫月来开展相关活

动，营造起良好的社会氛围，让城市居民自

愿购买、消费贫困地区的产品和服务”。

“这两年消费扶贫有了很多新渠道，比

如电商扶贫、直播带货等。现在面临的一个

问题就是消费扶贫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

比如消费者如果通过直播带货买到假货怎

么 办？怎 样 做 好 售 后？怎 样 保 障 消 费 者 权

益？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保障体系。要推进消

费扶贫，需要从法律制度上，加强对消费者

权益的保护。”他说。

陈前恒还建议，消费扶贫可以进一步

拓展线下网点。“消费扶贫的内容更多的

是一些农产品，消费者也比较希望能眼见

为实，有一些线下的消费体验。因此，多

建设一些消费扶贫专柜等线下扶贫网点，

增加城市居民接触消费扶贫的便捷性，也

有助于消费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参与消费扶贫 超七成受访者最看重产品质量
62.1%受访者进行过消费扶贫，84.1%受访者愿意更多参与

68%受访者
对消费扶贫体验

表示满意
60% 受 访 者 通 过 网

店、电商进行消费扶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今年 9 月是我国首个全国消费扶贫

月。在全国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消 费 扶 贫 活 动 。 在 选 购 消 费 扶 贫 产 品

时，人们主要看重哪些因素？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通过问卷网 （wenjuan.com） 对 2003 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0.8%的

受访者主要通过网店、电商来选购消费

扶贫产品。68%的受访者对消费扶贫的

体验表示满意。

受 访 者 中 ， 来 自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31.2%，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49.0%， 三 四 线

城 市 的 占 16.7% ， 城 镇 或 县 城 的 占

2.5%，农村的占 0.7%。

受访者更多通过线上平
台进行消费扶贫

“今年买过几次助农扶贫类的产品

了 。” 在 北 京 某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的 刘 红

（化名） 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买过

滞销的松花蛋，后来看到直播销售云南

特色水果干，也买了两盒，还买了山核

桃、黑木耳等助农特产。

在 天 津 工 作 的 90 后 赵 婷 （化 名）

说，有一次在上网时看到陕西省一个贫

困县的核桃仁，看到评价还不错，就购

买了。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刘芳 （化

名） 是单位工会小组的成员，她告诉记

者，今年在采购员工的慰问用品时，优

先选购了来自贫困地区的农特产品，单

位 也 在 倡 导 大 家 参 与 消 费 扶 贫 ， 通 过

“以购代捐”的方式来助力脱贫。

调查显示，参与消费扶贫，受访者

主要购买了农副产品 （84.7%），其他还

有 日 用 品 （53.0% ） 和 手 工 艺 品

（35.3%） 等。

“还是从网上买得多，更方便。”刘

红说，除了网店，朋友圈里也有人推荐

助农产品，看着不错就会购买。

数据显示，线上平台是受访者参与

消费扶贫的主要方式。网店、电商获选

率 最 高 （60.8%）， 然 后 是 直 播 带 货

（49.2%） 和社交平台 （34.0%）。线下渠

道则包括：展销会 （33.4%）、智能展柜

（28.3%）、超市 （22.1%） 和单位对口采

购 （20.6%） 等。

68%受访者对消费扶贫
的体验表示满意

“总体上我的消费体验还不错，有

时 能 用 比 较 低 的 价 格 ， 买 到 不 错 的 产

品，很多还是当地特色。”刘红说，自

己在选购这类产品时主要看重的就是质

量和特色，“很多农产品的种植生产环

境比较绿色，感觉很放心。”

品质同样是赵婷在进行消费扶贫时

所看重的因素，“我会关注买过的人的

评价，如果确实品质不错，就愿意尽量

多买一些、多帮一把”。

赵 婷 也 对 自 己 的 购 物 体 验 表 示 满

意，“我以前很少吃核桃，觉得没什么味

道。但这次购买的核桃仁是经过加工的，

有不同的口味，一下子就提升了口感”。

调 查 中 ，68%的 受 访 者 表 示 对 消 费

扶贫的体验满意，30.5%的受访者感觉

一般。

“我自己也是通过选购消费扶贫产

品 ， 才 知 道 原 来 有 这 么 多 不 错 的 产

品。”刘芳感觉，一些贫困地区由于交

通条件、销售观念等方面的因素，即使

有 好 产 品 ， 也 会 出 现 “ 酒 香 也 怕 巷 子

深”的问题，但是消费扶贫则可以让这

些产品流通更远，通过消费带动贫困地

区脱贫，“我觉得消费扶贫模式对于消

费者和生产者来说，是双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电商扶贫，就是把“互联网+”纳入

到扶贫工作体系中。电子商务能够克服交

通区位瓶颈，把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品通

过网络销售到城市，减少中间环节，增加

贫困群众收入。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在

中青报官方微博发起一项“你会特意关注

电 商 扶 贫 信 息 吗 ” 的 投 票 。 结 果 显 示 ，

52.3%的受访者在上网时会特意关注电商

扶贫信息。

52.3%受访者会特意关注
电商扶贫信息

任换丹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回到了

家乡广东阳江，专门负责电商扶贫与农特

产、名优品推广工作。“我们目前以推广

阳江市阳西县的农特产、名优品为主。平

时也去贫困村考察调研，进行产业扶贫、

电 商 培 训 、 产 品 包 装 等 ”。 任 换 丹 介 绍 ，

阳西的贫困村不少，她们要做的是把当地

特产、优质产品汇集，整合零散贫困户，同

时创立品牌，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进行多渠

道宣传，“个别产品我们还会带领农户进行

深加工，例如把牛大力（一种传统药食同源

植物——编者注）深加工做成牛大力糕、牛

大力茶等，为村民增加创收项目”。

北京某事业单位职员张超 （化名） 介

绍，单位近两年特别关注消费扶贫，“团

购过大枣、葡萄干、鲜百合等，口感都非

常好，吃着也放心。网上购物时看到‘扶

贫’版块，我也经常点进去看看有没有需

要的。这些产品通常性价比挺高的”。

任换丹认为，扶贫产品大多是比较优

质的，“都是当地老百姓自己种植养护出

来的，产地直销，保证口味纯正”。在决

定推广一种产品前，任换丹和团队都会到

产地实地考察，查看产品的品质、确认是

否有相关资质认证等。

投票显示，52.3%的受访者在上网时

会特意关注电商扶贫信息。其中 36.2%的

受访者已经参与过，16.1%的受访者打算

参与。

江 苏 的 王 丽（化 名）是 一 家 私 企 的 员

工，“一些扶贫产品物美价廉，品尝时幸福

感满满，总会感慨国家扶贫政策的一举多

得。但也有一些产品在价格上没什么优势，

甚至更高，这大大降低了我的购买意愿”。

任换丹也提到，一些扶贫产品在价格

上确实没有优势，“很多扶贫产品都是农

户零散养植，不像大型企业工厂的规模化

生产，扶贫产品的生产成本、物流成本等

都不低，这也是在推广过程中一直困扰着

我们的一个难题”。

本次投票中，也有 47.7%的受访者表

示不会特意关注电商扶贫信息。

“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我们，加入

到消费扶贫的行列中来。不仅仅是关注，

更希望能用行动来支持。”任换丹表示。

陆 瑶 是 河 海 大 学 2018 级 市 场 营 销 专

业大三学生，她与团队今年暑期的社会实

践调研项目是 《“互联网+”，电子商务

助力脱贫攻坚》。她发现，电商扶贫的关

注度还不够。“我们针对中小型扶贫企业

和普通网友进行了调研。同时提取了在淘

宝平台综合排名前 50 名的 50 家线上扶贫

店铺的销售数据。50 家店铺整体的月销

量和好评数都偏低，月销量上千的店铺仅

有 5 家，还有很多店铺月销量为 0。调研

的 11 家中小型扶贫企业，近半数的线上

收入部分占公司整体收入不到 1/4。电商

渠道发展还不够理想”。

电商扶贫迫切需要降低物流成本

在 宣 传 推 广 上 ， 任 换 丹 团 队 狠 下 工

夫 ，“ 我 们 以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形 式 推

广产品。线上，在短视频平台做直播、发

短视频，也在自己的网店销售；线下，除

对企业、公益机构宣传推广，各兄弟村、

贫困村之间也会互相推荐、采购。另外，

我们的贫困村自然风光独特、风景宜人、

富有传统文化特色，我们经常到当地进行

线上直播，希望在推动消费扶贫的同时能

带动当地旅游发展”。

任换丹感到，目前迫切需要降低物流

成本，“扶贫产品很多是小户生产，零散

量小，又因地处偏远，物流快递成本居高

不下、毫无价格优势。而且农产品不同于

一 般 的 生 活 用 品 ， 对 保 质 保 鲜 的 要 求 极

高。如我们的阳西特产——荔枝，快递要

走冷链走空运，成本就更高了”。一些农

产 品 本 来 价 格 不 高 ， 运 费 比 产 品 价 格 还

高 ， 到 了 消 费 者 手 里 就 完 全 没 了 价 格 优

势 ， 这 导 致 一 些 优 质 农 产 品 难 以 推 广 。

“ 目 前 当 地 在 物 流 运 输 上 还 是 ‘ 各 自 为

政’，价格优惠力度低。我们希望能由政

府出面给予扶持，例如整合区域、资源，

与快递企业达成一致，给予农特产品、扶

贫产品一定的优惠力度”。

“ 很 多 农 户 是 通 过 短 视 频 平 台 做 推

广，销售出去的农产品，平台会有一定的

抽成，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支出，

也导致成本增加。希望电商平台能在农特

产品、扶贫产品这块给予一定的优惠或减

免。”任换丹说。

“这次调研中，一位扶贫企业的负责

人跟我说，走电商扶贫这条路比线下发展

其实更难。农村条件有限，运营、位置等

都达不到较好的电商发展条件。值得关注

的是，11 家接受问卷调查的企业都希望

可以得到电商人才的政府补贴，也对其他

人才培训、人才引进措施有所期待。目前

大部分企业是在内部进行人员培训，人才

产出效率低。”陆瑶说。

对于电商扶贫的发展，陆瑶认为，发

展电商扶贫要激发中小企业的动力，“我

国有很多分散的贫困区，中小企业在与当

地的情感联系与利益协同等方面，都更有

优势”。他们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扶贫企

业更希望能由政府出面搭建公共品牌，举

办品牌推荐会，增强影响力。

中青报官方微博投票：过半受访者会特意关注电商扶贫信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消费扶贫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

重要途径。这几年，不少青年返回自己的家

乡创业、就业。他们变身“新农人”，在消费

扶贫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广东阳春的唐羽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年前，唐羽放弃在深圳的工作，回到家

乡创业。他走遍阳春，拍摄特产、制作视

频。随着视频的传播，唐羽意识到自己可

以帮助农户拓展销路，互联网也可以在消

费扶贫上发挥重要作用。近日，记者采访

了唐羽，请他谈一谈亲历的消费扶贫。

中青报·中青网：您是怎样参与到消

费扶贫当中的？

唐羽：我开始回乡创业，主要是拍摄家

乡的农产品、风土人情等。随着拍摄的视频

越来越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我发现借

助视频和新媒体的形式，可以帮助家乡的

农产品拓展销路。我在 2019 年参加了广东

省首届农产品销售网红大赛，还获了奖。有

扶贫干部找到我，给了我贫困户名单，希

望我帮助贫困户宣传推广农产品。

在 农 村 有 很 多 村 民 年 纪 大 、 观 念 传

统，销售农产品的渠道也比较单一，我就

借助互联网帮助他们拓展销路。像今年年

初 ， 在 我 的 家 乡 阳 春 ， 有 很 多 沃 柑 成 熟

了，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没有销路，很

多都烂在了地里。我和我的团队赶到农户

的种植地，在现场架设机器、拍视频。我

们把镜头对准了丰收的沃柑，黄澄澄的一

片。我剥开一个沃柑的皮，把多汁的果肉

呈 现 在 镜 头 前 ，稍 微 一 挤 ，汁 水 就 流 了 出

来 。我 在 视 频 里 还 亲 自 品 尝 ，告 诉 大 家 口

感。我们把做好的视频发到了抖音、微信公

众号、朋友圈等平台上，隔天就有人上门采

购，很多收购商看到消息后直接过来拉货，

结果这个农户一批十几万斤的沃柑全部都

销售出去了。看到沃柑成功“脱销”，农户兴

奋激动地跟我说，在这之前他完全想不到

互联网能对销售起这么大的作用。

还有一次，我帮助一个从事蚂蟥生产

的农户来对接销路。蚂蟥本身是没法线上

营销的，我来到她生产蚂蟥的地方，拍摄

了养殖生产的过程。蚂蟥给人的感觉是比

较重口味，甚至让人有些害怕的，其实我

自己内心也有些抵触。但听工作人员介绍

说 蚂 蟥 药 用 价 值 很 高 ， 还 有 多 种 烹 饪 方

式，我就学着他们的样子，蹲在蚂蟥池子

旁，去抓蚂蟥。我用视频记录下现场的工

作人员捡蚂蟥茧、加工处理蚂蟥的过程。

我自己还入镜，品尝了用蚂蟥做的汤和肉

饼，原本软软的蚂蟥煮熟后口感却有嚼劲

儿。这样一条完整呈现蚂蟥生产、烹饪的

视频，在我的自媒体平台上发布之后，很

多人留言问我农户的信息，还有不少人留

言说是第一次知道蚂蟥可以食用，也有的

人看到视频勾起了他们小时候农村生活的

回忆。很多商家看到后就过来收购，直接

帮助了农户对接销售渠道。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有很多借助网

络平台帮助农产品销售的形式，比如直播

带货。看到您也在做直播带货，在这个过

程中遇到过困难吗？

唐羽：我做直播带货，很想通过这种

方式帮助农户销售。但也发生过由于天气

变热、物流时间长等原因，消费者收到产

品时发现坏掉了，只能由我来赔偿损失。有

一次我直播带货番石榴，一共卖了 6000 多

斤，但因为发货时的天气原因，消费者收到

货时发现口感发生了变化。我虽然马上截

停了销售，但还是损失很大。

不过，我们在直播带货的过程中，获

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整个环节也更加顺

畅了。比如邮政部门会对量大的发货方给

予运费优惠。当地政府也鼓励我们，帮助

我们树立品牌和口碑，让更多的人愿意通

过我们的平台来购买。

中青报·中青网：您觉得怎样可以发

挥好网络在消费扶贫中的作用？

唐羽：从我们自身的经验来看，我们

会借助网络和新媒体技术，尽可能多地向

大众介绍农产品的整个生产流程，通过溯

源的方式让大家更多地了解农产品。我们

在 推 广 农 产 品 时 ， 会 真 正 走 到 田 间 地 头

去，拍摄农产品的种植、采摘过程。有时

在山区，道路非常崎岖，赶上下雨，推车

都 会 打 滑 ， 这 些 都 会 呈 现 在 我 们 的 视 频

中。通过呈现整个完整的链条，大众可以

了解到农产品是怎样种植、收获，怎样进

入加工车间最后到餐桌上的。

中青报·中青网：您怎么看消费扶贫

的效果？

唐羽：我感觉消费扶贫这种形式，更

多地让农村地区的贫困户动起来了。如果

通过直接给钱的方式来帮扶，很有可能有

的贫困户就不愿意自己做事，等着援助。

但是消费扶贫不是这样，需要先做好了产

品再去销售，就能让大家真正行动起来。

中青报·中青网：在您看来，要更好

地推进消费扶贫，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唐羽：首先，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如

果想要更好地生活，就需要努力地接触新

事物，把产品做好，提升产品价值，这样

也能提升终端的销售价值，把整个消费扶

贫的生态链建设得更为健康。

第二，农产品要注重差异化发展，寻

找自身的特点。我有一个创收的项目是青

枣，这个农户他有自己的技术，通过嫁接

培育出了本地特色，实现了农产品的差异

化生产，相应地销售价格也提升了。

这几年直播带货火起来了，很多是用

低价来吸引购买。但是这种低价，一方面

有 补 贴 ， 另 一 方 面 看 重 的 是 短 期 销 售 成

果。如果长期都靠低价和价格战，则有可

能发展不长久。我觉得还是需要做好产品

的质量。

第三，就是要探索产品的深加工。像

我和我的团队，也在计划着未来往农产品

深加工的方向发展。因为农产品只有深度

加工，才能更好地流通全国，不然一些生鲜

水果保质期很短，没法卖到更远的地方。通

过深加工，可以把一些特产制作成水果干、

小零食，延长保质期，让产品流通更远。深

加工也可以提升农

产品的价值。

此外，还可以

打 造 农 产 品 品 牌 ，

比 如 与 旅 游 相 结

合，在旅游片区内

实现线上、线下一

起销售，提升销售

效果。

短视频博主唐羽：消费扶贫让贫困户动起来了

唐羽，短视频博主

扫一扫 看视频

9 月 26 日，在广西南宁东站扶贫产品

展销会现场，工作人员在直播销售商品。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