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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商 不
仅 可 以 帮 助
群众脱贫，而
且还能助推乡
村振兴，大有可
为。1月13日，第三
届“中国绿都 乐购
三明”直播节暨首届网
络主播大赛决赛在城发广场
拉开帷幕。和往年不同，这场举办了
3届的直播赛事，开始推出“政府+企业+社会”一体、“线上+
线下”联动的直播带货赛制，并喊出了“以带货实绩论英雄”
的口号。

从绿水青山到美景好物，从风土人情到历史底蕴，在这场持续6个月的赛程中，
全市334支战队在各自的直播间和带货平台上，组成对三明全景式的宣传推介。

据不完全统计，直播电商助推销售帮扶工作以来，仅2022年，三明市直播业态带
动农产品网络销售总额5.38亿元、比增10.8%。带动种植养殖、电商企业、物流快递等
上下游7000余人就业，从业群众年均收入3.5万元。

一串串数字，构成推进乡村振兴的一级级阶梯。而直播带货为乡村发展带来的变
化，并不仅仅限于直播间里橱窗展示的产品和货架上数字的变化，更在于背后深层次
的影响。

“这糖水，好喝！”直播节现场，大田馆里蒸腾的热气，吸引了躲雨的客人。人们接
过工作人员递过来刚刚熬煮的红糖水，品了品，连连赞叹。另一边的直播间里，雪蔗和
红糖同样受到欢迎。“我们合作社目前种植雪蔗2000多亩，产品主要以生鲜初加工和
精深加工雪蔗红糖为主。”卖红糖的老板名叫林进城，大田建设镇人。由于当地良好的
气候条件和肥沃的土壤，出产的雪蔗茎粗皮薄、汁多酥软、清甜爽口，纤维含量低，被
省消费者委员会定为“绿色消费推荐产品”。

林进城说，自家祖父辈都是蔗农。但是和老一辈蔗农不同，戴着眼镜的林进城不
只是埋头种地，他关心的问题特别多：甘蔗裂皮影响美观和口感，有没有办法改进？
这么好吃的产品除了拉到镇上去卖，还能不能走远一些？除了直接卖甘蔗，还能做些
什么文章？

面前的展台呈现着这个新一代蔗农思考和努力的成果，上面摆满了自家琳琅满
目的甘蔗相关产品：生鲜包装蔗两段一截，真空包装，让人瞧着稀奇；各种各样礼品包
装、量贩包装的红糖整齐排列，就着一旁锅里红糖水熬煮出来的香甜味儿，让人忍不
住驻足。

在福建农林大学国家甘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长期技术帮扶下，林进城和蔗农
们不仅开始种植优化选育的“山保”雪蔗，还在农产品粗深加工和副产品制作等方面
进行了新的尝试。“产品不管是铺货进入沿海城市的大型商超，还是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我们都要更加细致地考虑顾客需求，从产品包装、形象设计等各个方面进行提
升。”越来越多像林进城这样的新农人，通过电商平台清晰的交易数据，越来越清楚地
了解到消费者的需求，也就具备了更加精准应对市场的能力，并最终反哺到农业生产
之中。

把制作工艺搬到直播节现场，一台用脚架支着的手机，成了“米糕娘子”陈文青卖
米糕的新农具。

在汤泉村，几乎家家户户以前都做过米糕。当地人除了自家食用和招待客人外，
也作为节日的礼品转赠给亲戚朋友。后来，这款美其名曰“层层高”或“带路哥”的美
食，逐渐成了当地人娶亲送礼都离不开的糕点。

陈文青丈夫饶奋乾从爷爷那辈就开始在村里开米糕铺。到了饶奋乾这代，那个以
前只在中秋节开工的铺子，不仅一年到头生产没有停过，而且销售的区域也越跑越
远，北京、上海、广州……随着陈文青“米糕娘子”的名号在网络上响起来，网络购买成
为他们家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

一根网线，连通城乡，流量变成“新农资”，直播成了新农事。随着电商销售
的发展，分散的小农户开始更有效率地对接上大市场，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也更
加畅通，人流、物流、资金流正进一步向农村地区延伸，乡村振兴的潜能正在不断
地被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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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
我为你们带来了永安的特产——笋。”

“永安是中国笋竹之乡、中国竹子之乡，
这里有很多原生态的笋制品……”1

月 13 日，第三届“中国绿都 乐购
三明”直播节暨首届网络主播大

赛决赛正如火如荼地举行，来
自永安直播间的主播们正在
热情地向观众们介绍当地
农特产品。

永安馆内，从植物中
提取的天然精油、纯手工
制作的黄椒酱、可以去除
异味的竹炭包……琳琅满
目的商品让人应接不暇，它
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绿色

环保。
作为本次直播比赛永安政

府代表队的运营方之一，福建卓越
百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晟

介绍，本次永安带来的食品都是绿色
食品，其他生活用品生产过程中也尽量

做到节能降耗。“以笋产品为例，即使是
深加工产品，生产过程中也只添加了
水，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郭晟说。

决赛日当天，永安直播间累计直播带
货销售额达350万元，观看人数超过50万
人次。永安市“中国绿都 乐购三明 青水
畲族乡”代表队获得三明市第一名（金奖）
的好成绩，“中国绿都 乐购三明 大湖镇”
代表队获得第二名（银奖）。

三明素有“绿色宝库”的美誉，积极
构建三明市优势特色农副产品数据库，
对全市名特优农产品进行挖掘，在打造
市公共品牌“食尚三明”基础上，引导挖
掘各县（市、区）名优特产品，打造出“寻
味俞邦”“福源建宁”“我家尤礼”“遇见清
流”“硒望之田”“寻味泰宁”等区域公共

品牌，培育出以建宁通心白莲、宁化河龙
贡米、大田美人茶等为代表的地标特色
农产品。近年来，全市共甄选直播带货企
业170家343款优质产品，并同步完善直
播选品库，形成随时播随时选模式，直播
商品销售转化率比增37%以上。

“以区域公共品牌为抓手，可以让
我市农特产品登上更大的舞台。”市农
业农村局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副主任黄
志坚说，沙县板鸭、河龙贡米、三元西际
早熟蜜桔等 8 个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目录；建宁通心白莲、大田高
山茶、河龙贡米等5个产品被列入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帮助我市争
取中央财政资金共计1900万元，持续提
升我市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标准化、产

品特色化、身份标识化、全程数字化水
平。我市积极组织开展福建省著名农业
品牌评选推荐工作，清流溪鱼、建宁通
心白莲荣获福建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银朵银耳、江山美人茶、乐子鸡蛋
等10个产品荣获福建名牌农产品。“我
们通过强化咨询、培训管理、技术服务、
奖励补助等措施，积极培育支持各类生
产经营主体申请‘三品一标’认证。”黄
志坚说。

近年来，我市“三品一标”认证数量
位居全省前列，年增长率保持在10%以
上，领先全省平均6%的增长率水平。目
前，全市农业“三品一标”累计认证638
个产品（不含水产品），1个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大田茶叶），面
积5.1万亩；所有“三品一标”获证主体
100%纳入省部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
溯监管信息平台管理，所有获证产品实
行“一品一码”准入准出管理，严格执行

“三品一标”标准和规范，产品抽检合格
率达100%。

直播间里的绿色经济
●本报记者 朱丹宇 通讯员 邓 键

以直播电商为代表的新零售、新
业态在三明焕发活力，沙县板鸭、明
溪肉脯干、清流豆腐皮……众多三明
本地特色农产品通过直播间销往全
国，走出大山，打响了“乐购三明”的金
字招牌。

拥有18.2万粉丝、月平均销售额超
过100万元，让人心跳加速的秒杀在主
播的直播间里真实上演。饲养、布景、拍
摄……数月时间，来自清流的“二妹家
的土鸡”用最具有烟火味的农村风味吸
引着网友的眼球，激发着食客的味蕾。

用自己的影响力把清流县美食美
景和风土人情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爱上
清流，是“二妹家的土鸡”运营谢沛霖的
初心和坚持。如今的他有了自己的电商
品牌，通过直播带货，将越来越多的美
食卖向全国。今年他有了新的计划，“接
下来想做一个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把家
乡更多的农产品推出去，同时孵化更多
企业和网红账号。”谢沛霖说。

从前期吸粉、吸流量逐步转向做精
每一个环节，形成规模化、品质化效应，
再到打造自己的品牌。如今，在第三届

“中国绿都 乐购三明”直播节暨首届网
络主播大赛上，清流县社会队“二妹家
的土鸡”荣获“三明市直播带货达人”荣
誉称号。

“每年的茶叶销售，直播给了很大
的助力。”说起电商直播，福建省江山美
人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深有感触。

依托省内外20多家“江山美人”品
牌门店，开展抖音直播、有赞直播、淘宝
直播和直播网红等带货销售，推动线上
淘宝店、拼多多、有赞商城销售、线下门
店体验，公司年销售额4500多万元。

以前交通不便加上缺乏渠道，茶农
自产的茶叶卖不出去，种茶的积极性不
高，现在，屏山乡的茶园已是远近闻名
的国家4A级景区。2020年，他们的产品
两度获得国际金奖。

只需一台手机，现有销售团队变身
网络主播，商铺就是直播场景，直播从
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拓宽了实体店的营
业半径和品牌发展之路。

如今，只要轻点手机屏幕，农产品
就能送货到家。如何让“酒香巷子深”的
农产品走出大山、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

“突出重围”，打通消费的“最后一公
里”，政府搭台、各方出力成为疏通的

“无形之手”。

我市历来重视电子商务与乡村振
兴工作的有机结合，是全省首个实现国
家农村电商示范县全覆盖的市。市商务
局坚持将培训孵化作为“培才育智”重
点工程，严把师资遴选，严格绩效考核，
对学员进行“一对一”“点对点”系统培
训和实操演练，助推一批懂电商、开网
店、能盈利的电商新军破土而起。

对本次大赛的获奖主播和战队，
我市推出了多项落地政策。例如，给
予减免租金入驻电商产业园、优先推
荐参加各类展会并给予相应补助、对
获奖主播在单位年底评优评先给予加
分支持等。

人间烟火色，最是乐购时。近年
来，农村电商已成为我市传统农业转
型发展的“加速器”，创新的互联网思
维、与时俱进的商业模式，颠覆着传
统农业生产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三明市“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主要前沿阵地。

人间烟火色 最是乐购时
●本报记者 林馨怡

1月13日，第三届“中国绿都 乐购三明”
直播节暨首届网络主播大赛决赛举行。

大赛历时6个月，共有334支战队参赛，累
计发布短视频超 6 万条，开展直播超 5 万次，
累计销售额超 3.9 亿元……三明抢抓直播产业
风口，不断创造新消费形态，提振经济发展活
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作为我市大力发展新经济新业态的一次有

益探索，本次大赛用直播镜头向外展示了三明
绿色经济发展新貌，也试图通过人才孵化、实
战操练和常态化直播强链促产，为新时期乡村
振兴发展增添新动力。

旺消费，促发展。我市借助此次大赛，在
孵化百名网络“主播”、百场直播赛的基础
上，示范打造30家以上网红直播基地、培育打
造11个电商直播链条、对接落地10个以上直播
电商项目，为乡村振兴按下“加速键”。

为推动相关工作的落实，我市推出了系列
举措。支持各县 （市、区） 电商产业园、融媒
体中心、职专院校等有关单位，加大电商直播

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示范项目创建，共同
做好“好物推荐官”、直播供应链等资源整合
工作。鼓励批发市场、商贸超市、大众茶馆、
消费商圈、夜摊经济等，精心打造特色IP，多
元化丰富直播运用场景。梳理、打通全市电商
直播产业面临的难点、痛点和阻点，搭建形成
一县一个直播网销产品库。主动与阿里巴巴、
快手、抖音、拼多多、福茶网、广电云及银联
银企等开展商务商事合作，为直播平台和头部
企业在明驻点开展产业联盟、商家入驻等创造
条件。

在各参赛主体的积极参与下，沙县小吃、
茶叶、明笋、薏米、豆腐皮、莲子等三明“味
道”被推上移动端，“直播带货”正成为三明
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打响“乐购三明”品牌IP
本届大赛构建了矩阵式传播渠道，持续塑

造打造“中国绿都 乐购三明”品牌 IP。截至
目前，抖音直播平台上该赛事的话题播放量已
超过3.6亿次。

好成绩的背后是“政府+企业+社会”三位

一体的联动。据悉，三明全市 11 个县 （市、
区）、141个乡镇（街道）实现全覆盖，创新打
造了一场集结领导干部、电商企业、本地“大
V”、全民参与的“云端”盛宴。

开赛以来，选手们通过抖音、快手、淘
宝、京东等平台开辟直播间、发布短视频，展
示三明的绿水青山、名品好物；300多支战队的
参赛账号挂上“中国绿都 乐购三明”IP词汇，同
时段、长时间用矩阵方式开展直播推介。赛事组
委会还打通了移动手机媒体、传统电商媒体、网
络媒体、自媒体、户外平面媒体等渠道，并在福
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开设“乐购三明”专
区，开展全方位持续性推广。

在传播矩阵的有效催化下，短短几个月，
一批本土“网红”和“明星账号”应运而生，
接续为品牌IP引流。

打好人才“引育留”组合拳
以赛聚才、以赛引才、以赛育才，各参赛

队伍在比赛中相互学习、互相鞭策，释放出
“倍增”效应，月销售量超百万的战队也如
“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大赛产生了转型发

展、融合共建的多重效应，初步构建了电商直
播生态圈，为革命老区的新发展注入新动力。

社会群体共建融合。开赛以来，一大批返
乡青年、新农人、退伍军人、宝妈纷纷加入，
把手机当成“新农具”，把短视频创作的直播
培养成“新农技”，推动乡村产业升级、数字
化创新；超百位县、乡两级干部走进直播间，
化身带货“主播”，共同宣传美景好物，为名
优特产品代言。

目标引领，我市各级各部门打出政策措施
“组合拳”，为全市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的
电商直播生态圈“保驾护航”。开赛以来，市
县两级商务、人社、妇联等部门主动靠前服
务，将直播带货优先纳入电商培训服务体系，
免费为有意向从事直播创业的群体提供创业培
训服务。各县 （市、区） 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组
成“主播天团”，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全产业
链直播带货服务……

提振经济发展活力 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刘岩松

第三届第三届““中国绿都中国绿都 乐购三明乐购三明””直播节观察直播节观察

第三届“中国绿都 乐购三明”直播节暨首届网络主播大赛决赛开幕式
（本报记者 吴佳霖 摄）

永安直播间的主播正在热情
地向观众们介绍当地农特产品。

（本报记者 吴佳霖 摄）

热气腾腾的扁肉、酱香四溢的拌
面、皮薄汁多的蒸饺……凭着一款款接
地气的美食，沙县人走南闯北，叫响了
小吃品牌，也做大了强农富民产业。

回首2022年，“转型升级”成了沙县
小吃产业发展的关键词。而今，这个热
词又延伸到了第三届“中国绿都 乐购
三明”直播节上。

1 月 13 日，沙县馆内，沙县小吃一
角，沙县区虬兴小吃配料有限公司销售
总监林振增不停忙碌着。

被香味吸引而至，一旁“翘首以待”
的，是从福州到三明出差的陈女士。当天
是她在三明出差的最后一天，恰逢赶上
了这场活动，一直没有机会品尝地道沙
县小吃的她，下午专程赶来一饱口福。

“他们家的花生酱香中带甜，辣椒酱的口
味蒜香里带点咸辣，搭配蒸饺、小笼包很
美味。”陈女士一边品尝，一边说道。

前来品尝沙县美味的人络绎不绝，

现场下单扫码的人数不断增加。
“在此展示的都是我们公司生产的

预制菜冻品，只需加热一下就可以还原
沙县小吃的美味，而且我们的预制菜通
过冷链、快递送到客户手中，一般不超
过48小时，满足消费者对品质、配送时
效的高要求。”林振增一边为消费者打
包，一边告诉记者，随着沙县小吃朝标
准化建设、连锁化经营、产业化进程、国
际化空间、数字化水平方向转型升级，
他们公司也未落下。2022年，公司通过
现代化、标准化的生产，实现小笼包日
产能40多吨。目前，公司拥有配料、调味
品、速冻食品乃至餐厨用具等1000多种

产品，年销售额可达8000万元。更让他
自豪的是，他们的产品已走出国门，销
往世界各地。

不仅有沙县小吃转型走出的发展新
天地，特色农产品也正通过提升整体附
加值和品牌形象，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在大田馆，汤泉手工米糕吸引不少
市民驻足品尝。“米糕以糯米为主材料，
添加了糖、果仁、香油等材料，而且是纯
手工制作的，很香甜，也很可口。”正在
品尝米糕的林阿姨说道。

不止有线下推介，线上直播带货也
走进了汤泉手工米糕制作者的视线。大
田县太华镇汤泉村“80 后”的“米糕娘

子”陈文青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家的米糕制作，坚持古法工

艺，每一道工序要求严谨，选材近乎严
苛。”陈文青介绍，为了走向大市场，她
和丈夫饶奋乾在制作米糕时与时俱进，
探索出了芝麻、桂花、红糖、茶籽油等8
种不同口味的产品，迎合消费者需求。
同时，根据幼儿的心理特点，夫妻俩还
将米糕做成心形、五角星形等各种花
样，供给城区的幼儿园做小朋友们的下
午茶，让孩子们更有食欲。

去年，陈文青更是把销售触角延伸
到了抖音直播带货上。“现在，有很多外
地人都想尝一尝家乡的美味——米糕，
通过创新线上直播销售，不仅可以提升
我们的知名度和销量，还可以唤起乡亲
们的思乡之情。”陈文青说。

线下改革创新，线上直播带货，一
条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道路正越走越
宽，百姓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

改革创新之路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刘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