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艺璇
见习记者 陈楠

晚上七点半，匆忙吃过晚饭，刘天英来到直播
间。调试好设备后，她端坐在镜头前，梳了梳头发，
补上点口红，按下了直播键。“我是山东省寿光市农
业农村局的刘天英，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主要
来讲讲病毒病……”讲解逐渐深入，粉丝陆续涌入，
直播间热闹了起来。自 2022年开设短视频账号，刘
天英已经习惯了拍视频、开直播的生活。两年来，

“@刘天英讲植保”账号发布了900余条短视频，主要
讲解蔬菜栽培管理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全网粉
丝已有20多万。

近几年，短视频、直播让农技推广沿着网线走上
了“云端”，扎根一线的农技员、经验丰富的“田秀
才”、深耕行业的科学家纷纷“入场”发声，共同构建
起了全新的农技传播网络，成为传统农技推广体系
的有益补充。据统计，2023年，抖音平台上的农技视
频总播放量达到1206.2亿次。《2023年快手三农生态
数据报告》显示，快手有 21.6万农技创作者，仅一年
就发布了5556万个农技推广短视频。

农技传播者和需求者之间的距离被无限拉近，
先进技术、科学知识、正确观念得以打破时空限制，
流动至每一处农田、牧场、鱼塘和果园，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农技推广在“云端”之上的“风景”如何？又
带来了哪些改变？近日，记者走近屏幕内外寻找
答案。

农技员：从“地头”走向镜头

“走，去棚里转转，找点视频素材。”八月的下午，
雨后初霁，记者跟随刘天英来到了寿光市郊的一处
农田。一走进黄瓜大棚，她就找到了灵感：地上散落
着许多蓝色颗粒，这是菜农刚撒的四聚乙醛，用来防
治蜗牛和蛞蝓。在潮湿的环境下，蜗牛和蛞蝓会快
速繁育，进而危害叶片、咬食果实。刘天英认为，这
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夏季雨水较多，许多菜农都会遇
到这类情况。

“好了，开始！”简单组织语言后，刘天英便开始
了录制，讲解非常流利，拍摄一气呵成。“您也太厉害
了！”对于记者的赞叹，刘天英笑着说：“这都没什么，
这些年我经常给农户讲课，到电视台录节目，相比之
下，拍短视频简单多了。”1990年大学毕业以后，刘天
英就扎根基层从事蔬菜栽培和植保工作，对于蔬菜
的各类病害知识，她早就烂熟于心，随便拎出来一点
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这株叶片上有黄绿相间的病斑且皱缩畸形，长
势也明显变差，这就是得了病毒病了。”一转头，刘天
英又发现了新线索。因感染病害而出现大小不等黄
褐色病斑的叶片、坠在地上从而“偷”走整个植株营
养的大个黄瓜……短短一个小时内，刘天英就拍摄
了5条短视频。“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地里转一圈，解决
菜农在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挑一些有代表性的，或者
比较特殊的话题来讲。蔬菜病害的原因往往都是综
合性的，我想让大家把前因后果弄明白，学会科学的
种植方法。”她说。

临走前，刘天英除了对菜农提出了近期管理建
议外，还不忘摘下感染病害的叶子和果实，要在晚上
直播时当成案例讲解。那天的直播非常顺利，最多
时共有674人同时在线。“刘老师讲的内容非常丰富，
又很实用，她的视频和直播，我只要有空就都会去
看！”李永森是寿光当地的一名菜农，也是“@刘天英
讲植保”的“铁粉”，他告诉记者，自家大棚出现的问
题，都能在刘天英那里找到解决办法。

除了运营视频账号，刘天英主要的工作就是到
田间大棚指导菜农，解决大家在生产中遇到的疑难
问题。“这两种形式是互补的，线上更方便，线下更系
统，但无论哪一种，只要农户需要和信任我，我就觉
得自己很有价值。”她说。

在距此一千公里以外的广东省，也有许多基层
农技员活跃在短视频平台上，让农技服务发生了新
的改变，陈鸿雁便是其中之一。打开“@鸿雁说农
技”的账号，入目便是统一的视频封面，陈鸿雁穿着
醒目的红色马甲站在柑橘树前，马甲上写着“广东农
技轻骑兵”的字样。

江门市新会区是我国重要的柑橘生产基地之
一，大批果农以种柑为生。陈鸿雁从事柑橘种植近
10 年，曾是农资企业的农技员，拥有丰富的栽培经
验。怀着助力家乡产业发展的初心，三年前，他注册
了短视频账号，开始免费分享柑橘种植技术。

“许多果农还在用传统种植方式，不懂如何修剪
果树，导致种出来的果实品质不好，卖不上价钱。我
就想改变他们这个观念，重点讲解怎么修剪果树、这
样有什么好处。”陈鸿雁和朋友合作承包了 400亩柑
橘园，在种植过程中，他会通过短视频向大家分享自
己的方法和成果。“只有让大家看到你种得好、能赚
钱，别人才会相信你，愿意跟着你学技术。”陈鸿雁
说。此外，他也会根据柑橘的生长周期和气候变化，
及时发布提醒，帮助农户减损增收。

2023年，陈鸿雁加入了“广东农技轻骑兵”的队
伍，继续从事公益农技推广。由于视频真实且实用，
他获得了许多果农的信任，于同年获评“广东农技

‘轻骑兵’十大优秀‘短视频+农技达人’”。
同时入选的，还有“@雄仔务农”的运营者吴锦

雄。他是广东省首批甘薯产业技术带头人，多年来致
力于推广红薯水肥一体化节点施肥技术，希望通过短
视频平台帮助农户以低投入获得高产量和高品质。

“一开始我也没有头绪，就是随便拍拍随便发发。加
入农技‘轻骑兵’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我们统一
培训，我才系统学习了短视频的运营知识。”吴锦雄告
诉记者，现在他已经可以自拍自剪，并且积累了自己
的空镜素材库，账号运营逐步走上了正轨。

据了解，广东农技服务“轻骑兵”乡村行启动于
2022年 2月。该行动以农技推广人员为主导，组织
全省科研专家和乡土专家等力量，围绕各地产业发
展和技术需求，创新“数字+”服务模式，开展全产业
链全方位的农技服务，是构建新型农技推广服务体
系的有益尝试。

“田秀才”：将技术变成效益

“为什么很多猪场里的猪没有尾巴？”视频开场，
陈飞峄穿着白大褂，面前放着一只小猪玩偶，抛出了
这样的问题。“因为断尾能省 60 斤饲料。出生两天
内，最好就断尾，一般断一半，消炎不能忘……”这是
短视频账号“@禽一刀养猪课堂”的置顶视频，短短
12秒，既科普了猪没有尾巴的原因，又分享了专业养
殖知识。目前，该视频的播放量已超过1200万，点赞
数近9万，一度登上短视频平台热榜。

陈飞峄是福建省龙岩市的一名养殖大户，自
1998年入行，养了 26年猪，他已然是一把老手，对猪
的生长特征了如指掌。2020年起，陈飞峄开始在短
视频平台分享养猪技术。从母猪配种到生猪出栏，
猪的一生中会出现哪些问题？该怎么预防和解决？
在他的视频里都能找到答案。

为了让粉丝学得会、记得住，陈飞峄把重要信息
编成了“头孢加一物，猪病都让路”“猪场不消毒，养
猪白辛苦”等顺口溜。如果粉丝想学更多，可以在直
播间“上课”，甚至可以买一份整理好的电子资料进
行系统学习。生猪市场变化莫测，及时掌握信息非
常重要，因此在讲解技术之外，陈飞峄也会分析市场
行情、分享行业经验，为养殖户提供参考。

“有些人现在还用传统观念养猪，认为只喂好饲
料就行，这是不科学的。”陈飞峄告诉记者，他想通过
短视频把自己的养猪经验传递给全国各地的养猪
户，让大家学会科学养猪，从而增收致富。目前，“@
禽一刀养猪课堂”已经吸引了 73.6万粉丝。与此同
时，陈飞峄也开始探索流量变现的道路，注册了另外
的账号专门用来带货，推介自己认为好用的饲料
产品。

在短视频平台，还有许多像陈飞峄这样的“土专
家”，以优质的农技内容获得粉丝信任，从而衍生出
新的经营模式。他们大多以农资、农产品的“带货”
为媒介，建立从农技内容到农资产品的全链条收益
机制，通过“以技带物”的方式实现农技推广的可持
续发展。

与大多数人相比，“@水稻一朵 er”的流量变现
之路已经相对成熟，在东北，每 10 个种植水稻的农
民就有 5个是她直播间的观众。从直播讲农技到直
播带货，再到开办农资公司、创立农资自媒体孵化
机构……她一步一个脚印，坚守在水稻种植技术科
普一线。

怎么应对高温？哪些药能掺在一起，哪些不能
掺……一年四季，姚玲旭总会围绕农时作出重要的

技术提示。“他们特别想学技术，有的人本来晚上要
去别家串门，都没去，特意来‘听课’。”提起粉丝农
户，姚玲旭非常感动，除了每周在直播间为粉丝答
疑，针对评论区出现频率比较高的问题，她还会专门
录制视频，把它从头到尾讲清楚。

从 2017 年至今，姚玲旭的累计直播时长超过
4000个小时，积累了一百多万粉丝，答疑的需求也水
涨船高。“农时不敢耽误，现在我们团队有 4个客服，
农忙的时候，一天得接二三百个电话。”为了更好地
服务农民，姚玲旭的团队还建立起了问答素材库，为
每个问题都设置了标准答案，目前已经积累了几
万条。

“以前我只推荐农资，但粉丝用了没有效果，最
后发现是因为买到了假货，我就决定自己卖，因为我
能分辨出真假。”姚玲旭说，这样既能把价格打下来，
也能让粉丝免受伪劣农资的坑害。之后，她又创办
了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自主研发农资产品，如今在黑
吉辽蒙地区设有 800个渠道商，每 30公里设一个服
务站，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

对农技推广在“云端”的发展，姚玲旭充满信
心。“农民愿意放弃消遣的时间，在网上学技术，农技
推广的业态肯定好，农业的发展肯定也越来越好。”
前两年，她开始用自己的经验来孵化农资自媒体，培
养踏实肯干的农资人。

徐艳梅是训练营的第一批学员，在参加培训前，
她已经开了十年的农资店了。“老师教我们怎么剪视
频、讲农技、卖农资，我现在基本会了，产品卖得非常
好！”在姚玲旭的带领下，粉丝线上下单、线下拿货，
形成了一种新的农资销售模式。

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西营村村民张凤萍，关
注“@水稻一朵 er”已有5年，是她的忠实粉丝。去年
春节，张凤萍家的秧苗出了问题，心急如焚，通过地
方代理商给姚玲旭打了电话。“她立马带同事来我家
给水稻‘治病’，免费打药，还顺便帮我邻居家也打
了，‘老大’才三十几岁，能把农业技术讲得这么好，
人品更是没得说，我真是佩服！”张凤萍说。

长期看“@水稻一朵er”的短视频和直播，张凤萍
收获不小。“现在我们屯谁家水稻有毛病，简单的我
能看好，解决不了就给‘老大’打电话，她就给解决！”

‘老大’是粉丝对姚玲旭最亲切的称呼，主播与粉丝
间牢固的信任，打破了年龄和距离的隔阂，让农业技
术如同涟漪，层层散播，顺利从“云端”到达田间。

科研工作者：从科技创新到科学普及

短视频、直播形式不仅让基层农技推广更加便

捷，也带动了农业科研工作者把课堂搬进手机，将专
业技术与科学知识相结合，使受众从三农从业者拓
展到了更广阔的群体。

“生菜正面出现褪绿斑，背面有白色霉层，怎么
办？这是生菜霜霉病的表现。大家可以采取高垄栽
培、地膜覆盖等方式进行防治……”在短视频账号

“@蔬菜卫士李宝聚”的新近作品里，李宝聚头戴草
帽，衣领别着麦克风，手里拿着出现病斑的生菜，面
向镜头娓娓道来。

李宝聚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二级
研究员，从事蔬菜病害研究已有三十余年，在科研工
作之余，一直致力于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前些年，
他在《中国蔬菜》期刊上以专栏形式刊出《李宝聚博
士诊病手记》，发表了100篇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诊
病手记”，还在“蔬菜卫士”公众号上写科普文章。如
今，李宝聚又“解锁”了三农视频创作者的新身份，三
年里发布了近600个视频，单条视频最高浏览量超过
1400万。

刚开始，面对镜头，李宝聚还有点拘谨，录制视
频需要提前备稿，效率也不高，对他来说“挺费
劲”。“现在完全不用准备文稿，一天最多能录 20多
个短视频，没有团队帮助的时候，自己也能拍。”李
宝聚告诉记者，由于科研任务繁多，这些视频拍摄
都是搭的“顺风车”，产区调研、外出学习时，遇到合
适的素材就开拍，他负责提思路，团队成员负责
剪辑。

权威的身份、专业的讲解，让李宝聚很快就收
获了大家的信任，许多粉丝评论、发私信和他互
动。在和粉丝的交流中，他发现，农民对先进技术
和产品的需求非常强烈。“我之前介绍过‘韭葱’，是
一种韭菜味的葱。一个新疆的粉丝看到视频后，觉
得是个商机，就向我打听怎么买种子，想要大规模
种植。”此外，李宝聚团队研发的精量电动弥粉机也
借助短视频得以迅速推广，帮助许多农民提高了打
药效率，节省了生产成本。

病害防治、蔬菜科普……“@蔬菜卫士李宝聚”
的视频封面都标记着清晰的分类，涵盖了蔬菜从生
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曾有人建议李宝聚，只讲蔬
菜病害的知识，垂直的内容更容易获得流量。但他
认为，“蔬菜卫士”既是种植者的卫士，也是消费者的
卫士，两者不可分割，自己身上也扛着农业科普的重
责。“我是研究农业的，又生活在城市，既懂生产者也
懂消费者，所以在农技之外，我也很愿意介绍农产品
消费、营养健康方面的知识。”他说。

谷子如何进化演变？谷子的基因图谱如何绘
制？……在短视频账号“@刁现民说谷物”上，这些
或基础或前沿的问题正被一一解答。2023年，在中
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邀请下，国家谷子高粱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刁现民在抖音开设了账号“@
刁现民说谷物”，目前已经发布了 50余条短视频，专
门讲解谷子等杂粮的知识。

“我的主要工作是科研，但我特别热爱科普，
我认为农业科普极其必要。”刁现民说，在现在的
农业生产一线，年轻人很少，农业科普能让农业引
起更多人重视，吸引年轻人投身三农事业。另外，
我国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一些耕作方式和思想被
代代传承，但有的已不再适用现代化农业生产，部
分人的思维和技术应该得到更新。

去年，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在官网发布
了 124个短视频，传播农业技术。“网络传播很便捷，
影响力大；面对面培训时，解决问题更实际。常识在
线上讲解更好，实际操作由现场讲解更好，其实最好
的农技推广方式是‘线上+线下’。”刁现民告诉记者，
在体系内，全国各地平均每个岗位专家、站长每年能
开2～4个培训会，培训几千人，线下培训依然有着独
特的价值，不能被完全替代。

“农民是最好的一线技术研发者，他们不一定明
白生物学原理，但发明的技术很实用，科学家应该时
刻向农民学习。”刁现民认为，“土专家”的经验也很
重要。之前在田里查看苗情时，一位种植大户用通
俗的语言向刁现民介绍了对墒情的掌握，给他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抓一把土，用力捏成团，根据成团的
难易，就能判断出墒情和应该播多少种。

2023年 12月，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围绕农业
农村部重点工作和国家产业技术体系核心科技成
果，邀请国家大豆、绿肥、棉花育种和蜂产业体系的4
位首席科学家和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 6位岗位科学
家入驻抖音平台，传播先进的农技知识，回应网友关
切。目前，10位科学家的账号共发布农技短视频300
多条，受到广泛关注，助力国家产业技术体系科技成
果落地转化。

“云端”之上，农技传播“百花齐放”

放眼全国，多元互补的农技推广体系已经完善
成熟。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和各级农业农村相关部
门作为“国家队”，持续输出优质内容；企业、高校等
开设了不少账号讲农技；来自田间地头、具备农技
实践经验的“田秀才”“乡村达人”也在传播实用
经验。

“其实短视频、直播都只是一种传播手段，谁都
能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
员陈秧分一直关注着三农短视频的发展，他告诉记
者，“这几年，三农短视频爆发式增长，经历了从无序
到有序再到规范化发展的一个过程，领域更加细分，
受众想看的内容几乎都有。”短视频、直播平台凭借
低门槛低成本的内容制作，突破时空的快速传播，直
观易懂的讲解方式，高效智能的供需匹配，精准多样
的增值服务，让农技推广提质增效，同时也促进了农
民增收与农业增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
带领课题组耗时一年，经过细致的调研，于 2023年 4
月发布了《农技传播在短视频、直播平台的生态及价
值创造》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短视频、直播平台
的建立，从本质上改变了农技推广，使农技推广的普
及率、渗透率和下沉程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胡冰川认为，短视频、直播平台弥补了传统农技
推广体系的不足，尤其表现在助力农技推广生态系
统的丰富和农技传播价值创造的多元化。

整体来看，“云端”农技推广让知识的传递更加
高效便捷，受众的反馈为农技推广者提供了创作素
材，助推了优质内容的产生。对农户而言，只要打
开手机上网，就能享受到农技服务并从中受益；对
创作者而言，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热度的积
累，通过将流量变现，可以获得多元化收益。

可以说，基于三农短视频的发展，“云端”上的农
技传播“百花齐放”。但隐忧也与此同在。

除了搞科研、做科普，农技推广短视频的发展态
势也牵动着李宝聚的心。他发现，一些视频博主并
非真正的专家或农民，发布三农相关内容主要是为
了引流和营利，其传递的错误信息将会误导农民，造
成经济损失。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李宝聚提交了有关推进“三农”领域短视频健康
发展的提案，建议通过完善监管机制、加大激励政策
等方式，鼓励和推动三农短视频生产。“平台需要进
一步健全评价和监督机制，组织专家团审核内容，对
创作者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设立明确的评价标
准，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平台应对创作者予以严肃
处理。”李宝聚说。

“按照当下的传播规律，劣质内容的流量往往更
大，平台的监管成本很高。”胡冰川认为，想解决这个
问题，就要增加优质内容的供给，鼓励更多专家入
场，传播科学，破除谣言。“农业技术的对错是可以交
给现实评价的，劣质内容能短暂吸引眼球，但绝对不
会长久。”他说。

陈秧分则认为，对于真正优质的农技推广人员，
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些官方激励与背书，“比如说，
当地政府给这类人才授予‘农技推广大使’的称号，
既可以激励这些人员从事农技推广工作，一定程度
上也有助于提高农技信息的权威性，促进优质农技
推广。”

目前，“云端”农技推广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资
源要素已经得到了进一步聚合，农技推广队伍正在
拓展，满足了政府降低成本、稳定队伍、提升素质的
需求。同时，得益于与农产品消费者和种植者的积
极互动，农技创作者能及时挖掘农技需求的变化，推
动农技内容从单一的种植养殖技巧转向农产品市场
预测、农产品包装、经营推广等全产业链条，既提升
了农技人员的素质与服务水平，还能让他们在平台
上获得多样化的回报。

在科技进村入户的路上，“云端”传播是打通“最
后一公里”的捷径，沿途风景绚丽。而抵达光明的前
景，需要方向，也需要动力。当专业的技术用在了田
间，当农民的难题得以轻松解决，短视频、直播形式
的农技传播才能实现其价值，成为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磅礴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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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玲旭正在分享农资自媒体运营经验。 受访者供图

李宝聚在镜头前讲解大棚生菜种植技术。 受访者供图

刘天英在直播中讲解蔬菜病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艺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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