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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 这 是 林 下 散 养 鸡 ， 鸡 蛋 壳 是 青 绿 色 的 ，

现捡现打包哦⋯⋯”中午 11 点，距离榕江县

城 30 公里的龙坡山被太阳晒得滚烫，千余只

走地鸡躲在山林阴凉处一动不动。33 岁的杨

云扎着俏皮麻花辫，穿着破旧的黑色牛仔裤和

解放鞋，穿梭于鸡群中找寻移动网络信号较好

的方位直播。她的声音盖过了鸟叫蝉鸣，回荡

于山间。1 小时的直播时间里，她将 100 多斤

鸡 蛋 销 往 北 京 、 浙 江 、 广 东 等 地 ， 收 入 200
元，“够 3 个孩子吃饭了”。

榕 江 县 隶 属 贵 州 省 黔 东 南 苗 族 侗 族 自 治

州，因常年气候温和、降雨充沛、群山环绕、

土层深厚，种植的蔬菜、水果含糖量高，素有

“甜甜榕江”之称。5 年来，从未离开过大山

的杨云通过直播带货让几十万斤的春笋、核

桃、西瓜、脐橙等农土特产“走”出大山，带

动百余名农户增收致富，从 3 孩妈妈、留守妇

女成长为定威水族乡代言人。

据榕江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勃介绍，作为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2021 年起，榕江

县率先发展“新媒体+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面向非遗传承人、返乡创业青年、易地搬迁群

众、留守妇女等开展万人村寨代言人培育计

划，在全县范围内推进短视频直播扫盲式培

训 。 截 至 目 前 ， 已 孵 化 短 视 频 账 号 1.2 万 余

个，培育带货团队超 2100 余个，其中像杨云

一样的留守妇女占绝大多数。

记者在榕江县实地采访时也看到，她们以

稻田、灶台、大山为天然的直播间，在农忙之

余、孩子上学后，或在做家务的空隙，随时随

地直播。她们中有些人不识字，便拉着同村识

些字的搭档直播。

“我们成立了新媒体青年协会，鼓励更多

像杨云一样的留守妇女通过直播链接起大山外

的 世 界 。” 团 榕 江 县 委 书 记 禹 华 宏 告 诉 中 青

报·中青网记者，大山里的她们通过直播带货

助力乡村振兴，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既能赚些生活费，又能和粉丝交朋友，

还能帮助留守老人增收、宣传家乡”。

“村里有多少我就卖多少”

“三妹开播啦⋯⋯我们这儿的高山糯米是

喝着山泉水长大的，香甜软糯，我家后院小溪

的源头就是几公里外的银洞山山泉水⋯⋯”9
月 15 日一早，90 后苗族姑娘王启红照常在家

中的阳台上开启直播。把村里 5000 多斤红辣

椒卖完后，这些天她又和村民们收获了两万多

斤的糯米，直播也从一天 1 场增加至 3 场，她

说：“村里有多少我就卖多少。”

因在家中排行老三，王启红的粉丝们都亲

切地喊她“三妹”。6 年来，她靠着一部手机

和一个沾着泥土、边角破损的手机支架等“装

备”直播超 2000 场，累计销售近 30 万斤蔬菜

及农产品，粉丝数增长近 40 万，成为目前榕

江县粉丝数最多的乡村带货主播。

在 2017 年“短视频元年”到来前，离榕

江县城最远村寨之一的两汪乡两汪村乌计寨已

有了短视频的一丝踪迹。2016 年，紧跟潮流

的弟弟告诉王启红，“一个短视频播放量超过

1 万就能赚 500 元”。这对当时每天围着农活、

家务、孩子转的王启红来说，是“弄点生活

费”的好机会。

但拍了几个月的短视频，王启红非但没有

赚到 500 元，流量费倒贴了不少，还惹来村里

老人的闲言碎语：女人天天不顾家，拿着手机

到处拍什么？

转机源于一条粉丝私信——三妹，视频里

你们吃的腊肉、蔬菜怎么卖？

“小时候我和妈妈走 20 里路去镇上卖菜，

一天都卖不到 1 块钱，从来没想过大山里不值

钱的东西能卖钱。”王启红的疑虑在收到粉丝

的转账后彻底被打破——家里几十斤的腊肉都

卖出去了。她兴奋得凌晨 3 点就起床打包，等

着早晨 7 点仅有的一趟快递代班车从家门口路

过，“一旦错过只能等第二天了”。

2017 年 起 ， 王 启 红 自 家 的 农 土 特 产 已 满

足不了越来越多的订单，她开始去村寨里挨家

挨户收黄豆、红薯、腌鱼、腌肉等来卖，还进

山挖野生灵芝、香菇、山笋。山里的移动信号

弱，王启红一次直播流量费高达 200 多元，只

舍得一周直播 1 小时，直到 2018 年办理了宽带

才实现了每天直播。

两汪乡田地数量有限，且多以梯田为主，

农产品产量低，种植人力成本高。有些老人种

了几平方米的辣椒，最多也就十来斤的收成，

起早贪黑赶到乡镇的集市摆摊，“一天也卖不

出去多少”。

而如今，村民们几乎都有王启红的电话，若

有要卖的农产品，不论量多量少，只需喊她上门

来收即可。有了收入的激励，村民们还会主动问

王启红下一年要种些什么，互相借鉴种植技术。

去 年 ， 王 启 红 将 村 里 5000 多 斤 黄 豆 销 售 一 空 ，

今年种植黄豆的农户明显多了起来。

在王启红的带动下，她的家人也加入其中，

婆婆成为短视频出镜“女主”，丈夫和公公负责

农产品种植、收售、打包发货，而她则主要负责

短视频账号运营和直播带货。

6 年来，粉丝们不仅陪伴王启红一家从破旧

木屋搬进 2 层半小洋房，也见证着大山里的点滴

变化，有些粉丝还主动提出借钱给她盖新房。在

王启红心里，粉丝早已如家人一般，“他们是大

山的朋友，是他们让我真正爱上了直播”。

“全县的笋都挖完了，还不够卖”

“做直播前整天自怨自艾，现在每天忙着找

货源、直播，还要带直播学徒，饭都没时间吃，

根本没时间抱怨命运了。”杨云用“不得不”形

容她的直播之路。

当年，杨云的丈夫用一挂炮竹定下了和杨云

的亲事 （苗族的一种婚俗，指男方邀请女方来家
做客时，当着村民的面放一挂炮竹宣告订亲——
记者注）。仓促的婚姻埋着不幸的伏笔——几年

前 ， 丈 夫 赌 博 欠 下 50 多 万 元 外 债 后 杳 无 音 讯 ，

抚养 3 个孩子、照顾公婆的重任落在了杨云一个

人的身上。

“相比于上班，短视频直播的时间更自由，

陪 伴 孩 子 的 时 间 也 更 多 。” 为 了 生 存 ， 杨 云 从

2017 年起接触短视频直播，是榕江县最早的一

批直播带货主播之一。一有空，她就自学如何

“涨粉”，或骑着三轮车钻进各个村寨收农土特产

来卖，“看到谁家田种得好就去问”。

元宵节后收的春笋能卖到 4 月，羊烧笋能卖

1 个月，8 月卖核桃、百香果和李子，9 月、10 月

卖 冰 糖 柑 、 脐 橙 、 黄 金 柚 和 绿 壳 鸡 蛋 ， 11 月、

12 月便是卖冬笋的时节⋯⋯几年下来，杨云已

摸清了全县应季的农土特产品，与许多种植户、

养殖户建立了紧密联系——目前她是全县唯一一

个能拿到绿壳鸡蛋货源的带货主播。

杨云的直播充满现场感，不仅踩着鸡屎直播

捡鸡蛋，还跟着农户冒雨进山直播挖笋，“几乎

全县的笋都挖完了，还是不够卖”。一场直播下

来，有些没有抢到笋的粉丝仍会拍下商品链接，

付款后留言“云云，快递两根竹子给我吧，下次

再抢笋”。

“ 今 年 卖 了 10 万 斤 春 笋 ， 1 万 多 斤 的 羊 烧

笋。县里还给了我 2000 平方米仓库，每年 11 月

起里面就堆满冬笋。”随着榕江直播电商的快速

发展，杨云已无须再走街串巷找产品了，她腾出

了更多时间照顾家人，培训返乡青年、留守老人

等学习直播带货。

最 近 因 儿 子 生 病 ， 杨 云 停 播 了 几 天 。 空 闲

时，她就去雷永竹家“讲课”。48 岁的雷永竹在

头塘村村口经营一家小卖铺，生意不景气，因不

识字，店铺的账总是算不明白。

“我直播间卖的农土特产都是从杨云那儿拿

的，卖出去了才给她钱，也不用记账。”今年 8
月以来，杨云手把手教雷永竹直播带货。如今，

雷永竹的精力都放在了经营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上，小卖铺早已变成直播间的背景。雷永竹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孩子常年在外地，她在村

里没有几个可以说话的人，现在每天直播和粉丝

聊聊天，“生活变得充实、快乐了许多”。

“兼职直播但全职为家乡代言”

“朋友们好，牛瘪是黔东南地区特色食物，

又叫百草汤，微苦，外地人可能吃不惯。”8 月

27 日一大早，黔东南州人大代表、易地搬迁户

潘吉端去菜市场买了牛肉、牛肚、牛瘪汤等食

材，满足粉丝期待已久的牛瘪制作直播。

今年 4 月前，33 岁的潘吉端过着伸手问丈夫

要生活费的日子，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家庭和田

地里——早上 6 点起床为一家人做早饭，孩子上

学后便开始做家务、干农活，下午 4 点半接孩子

放学，晚饭后还得辅导作业。

去年，潘吉端萌发了拍短视频宣传家乡的想

法，但因缺乏新媒体技术和时间，这一想法暂时

搁置，直到榕江县“万人村寨代言人培育计划”

启动。

“有专人免费培训，直播时间也很自由，我

第 一 时 间 就 报 名 了 。” 注 册 账 号 、 拍 摄 剪 辑 视

频、操作产品链接、学习直播话术⋯⋯潘吉端仅

用了两个星期增粉 1000 人，达到了短视频平台

带货的最低标准。第一场直播便成交 3 单，收入

近百元。

“是主播更是村寨代言人，虽是兼职直播但

全职为家乡代言。”潘吉端坦言，家人一开始担

心直播会耽误照顾孩子，为打消这一顾虑，她每

天抓紧时间做完家务活和农活，还选了最空闲的

下午 3 点直播，“慢慢地家里也就支持了”。

因普通话不标准，最初直播时潘吉端面对镜

头难掩紧张情绪，说 话 总 是 结 巴 ， 直 播 1 小 时

下 来 ， 已 是 满 头 大 汗 。 如 今 ， 经 过 多 场 培 训 ，

她已愈发熟练，可以流利地介绍水族文化，还

会应粉丝要求走村串户、探访传统村落，进行

户 外 直 播 。 她 的 电 话 卡 套 餐 流 量 也因此升级到

了 55G。

90 后村干部吴帮云是寨蒿镇晚寨侗寨的村

寨代言人，相比之下她直播的上手速度更快，几

个月间粉丝从 0 涨到 4600 人，最高时一场直播收

入超千元。

“歌声起，山花开，欢迎你到侗寨来⋯⋯今

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黄金百香果，又叫爱情果，

因 为 很 甜 。” 晚 上 9 点 ， 结 束 一 天 的 村 干 事 务

后，吴帮云在自家的木房中准时直播。她梳着侗

族盘发，穿着母亲亲 手 缝 制 的 侗 族 盛 装 演 唱 侗

族琵琶歌，和粉丝像朋友一样聊天，介绍侗寨

生 活 的 日 常 。 有 时 ， 因 白天太过劳累，她在直

播间一不小心睡着了，粉丝们就耐心等她醒来继

续直播。

因家庭和工作繁忙，潘吉端、吴帮云等村寨

代言人只能兼职直播，她们销售的产品均来自榕

江县榕易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由榕江县政

府和北京家乡来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在短视频平台开设“榕易”小店销售本地初级农

产品和深加工农土特产品，全县带货主播只需将

“榕易”小店产品链接挂在直播间即可带货，直

播的收入由主播、村集体、榕易公司三者均分。

“ 村 寨 代 言 只 需 做 好 直 播 和 运 营 短 视 频 账

号，售前选品、打包发货、客服售 后 由 专 业 公

司完成，省心又省力。”榕江县新媒体专班主任

申敏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榕江县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扫盲式直播培训，培育了一大批

正能量主播，而并非只局限于对个别全职主播

的扶持。

在提供培训的同时，榕江县还同步打造县级

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园、乡镇 （街道） 新媒

体服务中心、村 （社区） 新媒体服务站，形成了

县乡村三级组织体系，进一步实现“手机成为新

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

“村寨代言人也可直播介绍非遗文化，带动

乡村旅游、宣扬家乡文化，并不一定要带货。”

青年网络文明使者、家乡来客负责人李哲亚从事

助农产业已有 8 年，因看好榕江县“新媒体+产

业”发展，2021 年带着 15 人的团队从北京入驻

榕江。他认为，兼职主播的价值不仅在于带动个

人和村集体增收，更在于营造人人都能借助新媒

体为家乡代言的氛围。

（本版图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姗姗摄）

手机成为新农具 数据成为新农资 直播成为新农活

贵州榕江：新农人的直播有点“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在榕江县栽麻镇丰登村，有 6 栋木

屋 格 外 显 眼 。 穿 着 一 身 奶 白 色 棉 麻 服

饰、指甲间还留有灰蓝色染料的杨成兰

站在木屋前，与大山、溪流和晾晒着的

蓝白相间的侗布融为一体。木屋周边种

满了鲜花、蓝靛、柿子等，这是制作侗

布的天然染料。

6 栋木屋是村寨里少有的几个年轻

人 的 聚 集 地 ， 也 是 杨 成 兰 的 “ 桃 花

源”。丰登村是侗族村落，除侗族大歌

外，侗布几乎占满了杨成兰全部的童年

时光。小时候，每当母亲和村里的老人

聚在一起织布、染布时，一旁的她都看

得出神。

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杨成兰走

出大山的路并不顺畅。2004 年，她考上贵

州民族大学音乐专业，因家中无力负担

学费，开学 1 个月后她便决定辍学。幸运

的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她重新报考了该

校的民族音乐专业，“这个专业在全省有

10 个免学费名额，最适合我”。

2016 年 ， 杨 成 兰 在 事 业 发 展 势 头

正盛时选择重回大山，传承侗族非遗文

化——侗布织造和植物染。她说山里的

绿、寨里的安宁令她神往，她要“在大

山里续写蓝的日子”。

走出大山艰难，回到大山的日子也不

如预期中那般美好，丰登村返乡创业第一

人的头衔起初并未带来多少耀眼的光环。

随着年轻人的流失和工业文明的冲

击，手工织染的侗布几近消失，工业化

纤制成的布料备受青睐，看着包装袋上

的“环保”二字，杨成兰觉得很讽刺。

只有 4 万元启动资金的她租下村口一个

废弃猪圈，搭了几片石瓦、简单清理后

这 里 就 成 了 她 的 “ 家 ”， 吃 住 、 染 布、

织布都在此完成。杨成兰在这里一住就是 3 年。那几年，她

白天走村串户寻找织布、染布的手艺人，晚上回到“家”便

练习织染。

“手工侗布制作工艺精细、耗费时间长，老手艺人根本

不相信我能把他们织染的布卖出去，第一年只有一位 70 多

岁的手艺人答应给我做几米布。几年来，我前后走了有上百

个村寨。”杨成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为了消除村民

的顾虑，她选择“先付后卖”的模式，提前支付村民工钱，

不论织染效果，她都照单全收，再放到网店销售，“看到能

赚钱，愿意做的手艺人越来越多，他们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

时候做，不耽误干农活”。

2016 年 5 月，杨成兰成立榕江县倚山人手造生活工作

室，通过电商平台将侗布销往全国；2017 年，她的网店销

售额达 76.17 万元，全县排名第一；2018 年，她又吸纳了栽

麻镇 29 户 113 人组建了榕江县倚山人传统织染农民专业合作

社，投入 400 多万元筹建织染工作坊、侗布织染体验馆、草

木染研发基地，也就是现在的 6 栋木屋所在地。

“我们用蓝靛、柿子、杨梅、白酒、牛皮、鸡蛋清等动

植物及果实研发出了色彩更加丰富的布料，手织布样达到

300 多种，植物染色 20 余类，村里的年轻人也越来越爱上了

织布、染布。”6 年来，杨成兰靠着一匹匹侗布带着全村 90%
的贫困户脱贫，还将侗布销往美国——这也是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第一个跨境电商订单，“我最大的希望是让

侗布走进校园，让青少年在体验织染活动中传承非遗文化”。

同为返乡创业青年的薛殿勇是贵州大灰狼创客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负责人。2022 年，在榕江县发展“新媒体+产业”

的感召下，他结束了在广州 10 年的电商职业生涯，带着 20
多名员工回到榕江二次创业。几个月间，他带动了 13 名青

年投身电商直播创业。

“全县直播氛围已经形成，接下来就是要把大山里的好

东西卖出去。”为提高创业者积极性，薛殿勇免费为其提供

电脑设备和直播场地，定制包含线上店铺注册、电商数据和

流量分析、目标群体画像、直播带货话术总结等内容的培训

课程，还将产品供应链从广州搬回榕江，有效解决榕江电商

发展产品单一、定价过高、物流成本高企等难题。

在薛殿勇建议下，青年创业者们通过销售调味品、家庭

音响等流通性较高的民生产品，提高店铺流量，进而带动家

乡农产品的销量。为实现青年“0 成本”创业，他采取“先

卖后付”模式，即创业者卖出产品后再将货品款支付给他，

“销售利润的 6 成归创业者所有”。

“青年返乡带动黔货出山。”榕江县副县长黄国锋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随着县域“聚才行动”的实施以及“新

媒体+产业”政策红利的释放，越来越多的青年返乡创业，

已新增孵化培育跨境电商 3 家，促成黔东南州跨境电商单笔

金额最大订单，带动本地农土特产、侗布、银饰、木制品等

产品走出榕江、走向世界。

青年返乡

黔货出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直播账号名字要有辨识度，面对镜

头不要紧张，直播的主题可以贴合自己的

日常生活⋯⋯”连日来，刘书雯几乎每天

都在下乡做短视频直播培训。培训室里的

农户们是来自各个村寨的留守妇女、残疾

人和返乡青年，为了准时参加培训，他们

中有的人一早出发，赶了十几里路才到。

2021 年 大 学 毕 业 后 ， 刘 书 雯 回 到 家

乡榕江县，入职北京家乡来客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成为一名直播培训师，和 10 余

名青年组成了大山里的直播培训扫盲队。

他们走遍榕江 20 多个乡镇 （街道）、上百

个村寨，累计开展直播培训 400 余次、直

播带货实训超 4000 人次，孵化了新媒体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农 民 讲 师 （骨 干） 团 165
人。他们的努力，真正让直播带货从大山

子民们眼中“不正经”的职业变成了讨论

热度最高的话题之一。

榕江县曾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两山”地

区，2020 年全面脱贫后，乡村振兴发展面临

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大山“活”起来。

“我们这里工业底子薄、农业机械化

水平低、农产品品质高但量少，文旅资源

丰 富 但 产 业 散 而 弱 ， 人 才 支 撑 力 不 足 。”

榕江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勃认为，时下流

行的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能以最直

观的方式将美食、美景、民族文化传至大

山外，“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

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也许这就是榕江

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去 年 以 来 ， 榕 江 县 全 面 发 展 “ 新 媒

体+产业”，创建集人才培训基地、直播

中心、文化学堂、产品车间、仓储物流为

一体的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文创产业园，

引 进 家 乡 来 客 等 40 余 家 企 业 入 驻 园 区 ，

并面向非遗传承人、返乡创业青年、易地

搬迁群众、弱劳动力者、留守妇女等开展

万人村寨代言人培育计划，在全县范围内

推进短视频直播扫盲式培训。

“村里大多数是留守老人和妇女，学

习能力弱，我们几乎是从零教起，有时候

注册账号这个步骤要讲七八遍。”家乡来

客负责人李哲亚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展

示前后改版十余次的“六易”课程体系，

包括榕易拍、榕易剪、榕易编、榕易播、

榕易卖、榕易创 6 个章节，“培训团队也

会根据每次培训情况实时更新课程内容”。

“培训老师讲很得详细，我家离新媒

体产业园不远，一有培训或直播活动我都

来参加。”几个月前，33 岁的水族姑娘潘

吉端还只是一名农家妇女，参加万人村寨

代言人培育计划后，她的短视频账号粉丝

从零涨到 2200 多，如今已是车民街道阳

光社区的村寨代言人，“每次直播我都穿

着 水 族 服 饰 ， 粉 丝 们 也 对 我 们 的 生 活 习

俗、饮食文化感兴趣”。

今年 50 岁的刘大姐是平永镇人，4 个

月 间 ， 她 从 直 播 “ 小 白 ” 成 长 为 带 货 主

播。其间，除了参加在乡里的直播培训，

她还会赶 50 多里的路到新媒体产业园找

直播培训师现场指导，一来就在县城住上

几天，“学会了再回家”。

除培训外，家乡来客还实时跟踪分析

各短视频账号播放量、直播流量数据等，

每天公布全县主播增粉和带货量排名，再

针对主播们进步程度的不同做更精准的流

量扶持和赋能服务。

在新媒体创业园的基础上，榕江县还

在各乡镇 （街道） 组建新媒体服务中心，

在各村 （社区） 成立新媒体服务站、打造

设备齐全的村级直播间，实现大山的子民

随时随地直播。

据统计，万人村寨代言人培育计划启

动 以 来 ， 已 孵 化 短 视 频 账 号 1.2 万 余 个 ，

培育直播带货团队数超 2100 个，其中青

年带货主播 840 余人，全县直播氛围已初

步 形 成 。 截 至 今 年 7 月 ， 榕 江 县 “ 新 媒

体+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线上线下销售额

超 7000 万 元 ， 日 均 发 出 快 递 1700 余 件 ，

是发展直播带货前的 3 倍，并通过短视频

直播打造了小丹江生态康养之旅等多条精

品文旅线路。

大山里的直播扫盲队

榕江县粉丝数最高的青年带货主播王启

红在自家后院的梯田上直播。易地搬迁户潘吉端穿着水族服饰直播。

在短视频和直播带动下，大利村成了网红旅游打卡地，村寨里的

留守老人空闲时织手工艺品，供游客选购。

外地游客做客榕江青年主播王江琴（左一）直播间，体验助农直播。

紧跟榕江县“县乡村”三级新媒体体系建设，八

开镇腊酉村打造了新媒体文创基地。

青年主播杨云在大山里直播销售当地绿

壳鸡蛋，6 年来，她将几十万斤农特产品销往

全国。

晚寨侗寨 90 后村干部吴帮云穿着侗族服饰在家中的阳台上，这

里也是她的直播地之一。

48 岁留守妇女雷永竹在自家小卖部直播

带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