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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缪翼

“朋友们不要走开，待会儿连麦送大家优惠
券哦。新进来的朋友麻烦双击屏幕送我‘小心
心’，也要记得点击关注哦。”直播间里这个昵称

“新疆何淼”的 40 多岁男主播正在积极与网友
互动。时而掷地有声，时而笨拙地卖萌再带着
些许可爱。

3 月 1 日 18：30，“新疆何淼”在新疆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火龙果风情园热情熟练地
推销产自本地的香梨膏：“香梨是我们这里的

‘水果王子’，润肺又润嗓，14公斤才能做出1公
斤香梨膏。”

“看你说得这么好，打开吃吃看。”为了配合
网友的评论，何淼随即打开一瓶，用勺子舀着，
边吃边对着镜头说：“朋友们看到没？很浓稠很
甜，还可以兑水喝。”

……
这场直播持续了近 3 个小时，成交额约 11

万元。“新疆何淼”俨然农产品领域的带货“李
佳琦”，他其实是尉犁县副县长何淼，分管电子
商务。

疫情期间，不少地方的农产品因物流等因素
销售受阻。湖南、新疆、辽宁……天南海北10个
县市的负责人想到了同个办法——2月29日-3
月2日，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做直播“带货”。

3天10地，通过视频直播，农产品销售总额
约300万元。

感受一把网络“带货”的震撼力

这次参与直播的县市负责人，既有像何淼
这样拥有众多粉丝的“网红县长”，也有怀着“卖
不出去怎么办”忐忑心情的“新手县长”。

2月29日下午是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副县
长陈新启的第一次直播，推销的是本地酥梨。

“直播前很担心，怕镜头前紧张，介绍不好卖不
出去。”陈新启没想到网友的关注度如此之高，
在西瓜视频的直播间最高峰有 46万人气，销售
量也很高，短短 3 小时就卖了 4.7 万斤，销售额
19万元。“直播为我们开辟了一个非常好的销售
渠道，我太激动了。”陈新启说。

据陈新启介绍，直播后，砀山酥梨的销售量
也在逐步攀升，达到了500万斤/天左右，基本恢
复到往年同期一半的水平。

1000 多公里外，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委书
记王国忠也是第一次参与直播。“小米是我们县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几乎所有人都种小米。”2
月 29日上午，王国忠在米脂县的电子商务孵化
基地为当地小米“站台”3小时。他还请来了厨
师，在直播中为网友展示由小米做成的各种美
食，比如小米凉皮、小米凉糕、小米酿豆腐、小米
酿枣等。

“让大家亲眼看看小米的做法、吃法，我觉
得最具说服力，这也是直播的最大好处——直
观。”王国忠感触颇深。

从此认准了视频直播这条路

尉犁县不仅有 20多万亩水果地，罗布羊也
是一大特色。怎样一改过去传统、被动的销售
模式，把水果、羊肉和其他农副产品卖出去、卖
得好，是何淼常思考的问题。

2016 年冬天，何淼偶然通过社交平台帮助
当地一家个体户一天卖掉 3吨冬枣。“简直不敢
相信，震惊。”何淼的思路也由此发生了改变，他
从外面请来老师给本地干部、电商从业者培
训。2017 年和 2018 年，每月都会给乡镇农户、
电商协会的人进行常规培训。课堂设在可容纳
200 人的县委党校阶梯教室，每次都座无虚席。
对住在村里不便进城的果农，县里专门请了本
地电商协会的老师晚上去村里上夜课，教果农
如何通过互联网平台卖货。

“我们新疆地理位置偏远了点，新事物走得
慢一些，但是不能不走，更不能不学习。”何淼介
绍，县里有个小伙子卖羊肉，过去一天能卖三、
五只就很不错。现在做加工企业，把羊肉切成
片进行真空包装再做成礼盒，今年最多的一天，
折合下来卖了700多只羊。还有县里的王小红，
此前是家庭妇女，没有经济来源，完全依靠丈
夫。接触电商后，去年已能卖羊肉、红枣、葡萄
干等农产品，年销售额超100万元。

到了 2019年，何淼意识到视频直播“带货”
的效果很好，他就从乌鲁木齐请来老师教授如

何拍摄小视频，如何做直播。
“去年底，我们县还组织了一场视频直播

‘带货’大赛，第一名一小时就卖了近 4万元，卖
出去的产品有蜂蜜、红枣、羊肉、馕饼等。”有了
这样的好成绩，何淼认准了视频直播这条路。

争取本地多出几个“网红”主播

“今年还要加大视频直播的力度。”这个“网
红县长”，何淼是当定了，“好的农产品因不为人
所知卖不出去，老百姓很吃亏。如果通过我们
能够为老百姓推销产品，那便是好事。”

在何淼看来，“县长们”的站台也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质量和信誉，他曾公开向县里电商行业
立规矩：必须诚信经营，保质保量，如果敢以次充
好，砸尉犁县电商的牌子，将取消其做电商的资
格，并处以罚款，同时请广大人民群众监督。

直播结束时，4.7 万斤的库存算是解决了，
陈新启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次在西瓜视频的直播给部分果农解了
燃眉之急。”陈新启介绍，砀山酥梨的储存方式
有 3 种，冷库、果窖、直接放屋里。冷库和果窖
的储存时间较长，可持续到夏天，但不是每个果
农都有实力选择这种方式。直接放屋里，过了3
月卖不出去就会烂掉，因此着急出售。

“我们把酥梨直接呈现在消费者面前，节省
了广告成本。”陈新启认定，视频直播的展现形
式更为直观，更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米脂县的小米也在西瓜视频的直播中卖出
了4万多斤，销售额约30万元。“传统渠道，就是
本地加工企业去收购农民小米谷子进行加工，
然后走大宗批发，转到外地，卖得价格较低，农
民赚得也少。且传播速度慢，难以打响品牌。
这迫使我们去想更好的传播途径和卖货方式。”
王国忠说。

“之前我们就关注到短视频 APP 受众广
泛，基本‘逢机必装’。这次赶上西瓜视频大力
补贴农产品直播，感觉是个试水的好机会。”在
王国忠看来，视频直播的渠道便于下单，传播
效果好，还可以帮助农户走直销的形式，即把
已包装好的小米直接卖到客户手上，没有中间
商赚差价。

体验了一次直播“带货”，王国忠最强烈的
感觉就是可以零距离观察到市场反应和消费需
求。“粉丝们会在评论区评论互动。搞直播是最
好的市场调研，比坐在会议室听汇报了解得多，
展示的信息量大，比文字的形式更容易让人接
受。小米好不好，镜头一扫就知道了，很有表现
力。”王国忠说。

据米脂县电商办主任吕德勇介绍，2017 年
“双 11”米脂县小米销售额是 365 万元，2019 年
“双 11”飙升到 1360 万元。加上这次直播，县
里已经深刻感受了网络“带货”的震撼力。米
脂县也曾从浙江杭州请了老师，培训返乡大学
生、农户、退役军人以及待业在家对电商有兴趣
的青年。

当然，“县长们”变身“李佳琦”带货只是暂
时的。对于今年电商布局，3 位县负责人都表
示，会重点对接电商销售企业，把个体户汇到企
业生产线，让前方的电商企业进行销售。

同时，他们也将系统性利用小视频和直播
引流，重点针对视频直播和视频制作进行培训，
争取本地多出几个“网红”主播，带动农产品卖
得更好，让农民的生活更好。

县长变身“李佳琦”

西瓜视频直播 3天卖出300万元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副县长陈新启（右）直
播推介砀山酥梨。 资料图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副县长何淼在西瓜视频直播推介本
地香梨膏。 资料图

□□ 殷旭 本报记者 乐明凯

“原来很担心种子、化肥这些农资不
好买，现在村里统一采购，心里踏实多
了。”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长
江村，菜农鲁海民正在收割鲜嫩的芹菜。

“目前全村菜农都在分地块、分时段
抢收在园蔬菜、抢播快生菜，每天向市区
供应新鲜蔬菜约 30 吨，已抢播快生菜
2000余亩。”长江村党支部书记陈定发介
绍，该村至今没有出现一例确诊病例。农
户急需的生产资料，由农户向村里报信
息，村里团购，再送到农户手上。

在江夏区金水办事处黎园大队，村民
房前屋后，一个个育苗大棚里春意盎然。
村党支部书记介绍，早在半个月前，村里
就团购了一批种子、营养土并分送到农户
手上，今年春季生产没有受到影响。

为了满足农民需求，金口街道组建了
春耕农资服务小分队，逐村逐组统计农民
需求，联系农资经销商及货源，协调解决

交通运输问题，集中配送到各村，由村里
组织统一发放。“春耕不等人啊。”金口街
道农业服务中心邓华文说。

据了解，江夏区目前已经分批批准12
个街道 30家农资经营门店恢复营业。全
部采取整村团购、门店配送、村组分发的
方式确保春耕农资供应。截至 3 月 8 日，
全区累计完成农民订单1.1万份，金额200
多万元。一批批农民急需的生产资料正

“照单配送”到家门口，送去的也是每家一
年的希望。

眼下正值春播农忙时节，武汉在严
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全市
第一批 1171 个无疫情村（大队）正有序
组织开展春耕备耕。武汉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农业农村部
门坚持农村疫情防控和农业春耕生产

“两手抓”，随着无疫情村陆续恢复生产，
下一步将加大统筹调配力度，保障各类
农业生产资料及时供应，为“菜篮子”稳
产保供夯实基础。

武汉市江夏区：

照单配送 春耕无忧

□□ 陈刚 唐波 本报记者 胡明宝

“注意拿好自己的行李，排好队依次
上车。”3月 6日，从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开
往上海的 K4588次列车迎来了乘客。这是
一趟由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
的复工专列，1068名修脚师从紫阳县上车，
将前往浙江、上海的多家修脚店上班。

当天，紫阳县与陕西郑远元专业修脚保健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远元集团”）和市、
县铁路部门合作，采取“点对点”专列形式运
送1729名务工人员返岗复工。据悉，这也是
紫阳县“点对点”输送的第十一批务工人员。

抗疫期间，紫阳县一手抓疫情防控不
松懈，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不动摇，坚持把
劳务输出作为脱贫增收、推动发展的重要
举措，积极主动对接就业岗位，开展“点对
点、一站式”直达服务，组织广大农民工安
全健康上岗、有序复工就业。2 月 21 日以
来，已陆续向北京、江苏、福建、浙江、宁夏、
山西、河北等省区市“点对点”输送2824人。

魏艳艳是此批返岗复工人员之一，家
住紫阳县焕古镇焕古村8组，目前担任远元
集团上海红松路二店店长，月薪6000多元。

往年春节，魏艳艳在家的时间不超过
两周，今年受疫情影响，已一月有余。“咱不

怕吃苦，就怕没事干。”接到大区经理即将
复工的通知，魏艳艳格外激动。

“原本以为需要自己预定出行的火车
票，最后得知县里会帮我们外出务工人员
统一协调复工专列，并免费给我们购票，真
心感谢党委、政府。”魏艳艳说。

出发当日，天刚亮，魏艳艳就早早被叫
醒，起床收拾行李。身份证要带好，前几天
在村委会开好的返岗复工健康证明也不能
落下，还有备用口罩和酒精消毒棉片也要
带上。

早早吃过饭，魏艳艳便赶到了 20 多公
里外的紫阳站。

检票、进站、上车……流程与往日无
异。队伍虽然较平时略长，但行进速度并
不慢，乘客自觉排队，秩序井然。

“来早了，比预想的要快得多。”魏艳艳
原本担心严格检查会耽搁进站时间，没成
想一切都很顺畅。魏艳艳按照车站工作人
员的指引，与工友们排队、检票上车。

为确保服务到位，专列出发前几天，紫
阳县对本次所有返岗务工人员进行了健康
检查，由所在镇村出具健康证明，既保证了
输送的每一位务工人员都身心健康，同时
也避免了务工人员到达目的地后被再次隔
离带来的不便。

陕西紫阳县开行“点对点”复工专列

本报讯（记者 郜晋亮）近日，记者从
《三江源国家公园公报（2019）》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自试点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
积极探索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共赢之路，
如今，三江源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 6%以
上，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比十年前提
高了 11%、13%，17211 名牧民转变为生态
管护员，年人均增收2.16万元。

据统计，2019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内
实施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有力推动了生
态修复，且成效明显。这些工程包括黑土滩
综合治理21万亩、湿地保护50万亩、草原有
害生物防控940万亩、沙漠化土地防治草方
格设置2.7万亩和牧草补播2万亩等。国家
发展改革委生态成效阶段性综合评估报告
认为，三江源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进入了局
部好转与局部退化并存的新阶段。

青海省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积极探

索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共赢之路，将生态
保护与精准扶贫相结合，与牧民群众充分
参与、增收致富、转岗就业、改善生产生活
条件相结合，多措并举推进生态保护设施
建设、生态畜牧业发展，广大牧民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据了解，2019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共落
实天然林保护工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湿地生态补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4.89亿元，青海省
财政统筹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补助资金3.7
亿元。

此外，相关部门还积极开展牧民培
训，以提高牧民综合素质。目前，园区内
外接受民族手工艺加工、农牧业生产、机
动车驾驶、汽车和摩托车维修、烹饪等技
能培训的牧民已达到 9040 人次，并有 42
名牧民学生在西宁接受为期 3 年的中职
学历教育。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实 现
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共赢

□□ 本报记者 邓俐

重庆与武汉，共饮一江水。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 3号楼 15

层新冠肺炎重症病区，记者见到聂小涛
时，这位重庆第三批援鄂医疗队 31 岁的
年轻医生，刚从“污染区”出来不久。那
天，是他到武汉后第一天上岗该病区住
院医师、第一次进入危重症患者病房。
他说：“进入核心区，我更有信心了。只
要做好防护，不必恐慌。”个子不高、有点
胖的聂小涛，说话时认真和坚定的语气
让人印象深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救治工作的深
入，随着危重症、重症患者病情的好转和
康复出院，聂小涛所在医疗队的医护人
员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誉和感谢。他们被
患者及家属视为战胜“疫魔”的“英雄”，
当成了生的“希望”和“依靠”。

聂小涛却告诉记者：“来武汉之前，
我与她的交集大多在书籍和旅途中。‘凝
望’长江的黄鹤楼、首义广场‘回荡’的枪
声，以及初春时举目可见的樱花，是我对
这座城市直观、厚重和美好的印象。直
到这次我作为重庆援鄂医疗队的一员走
进武汉后，才真正明白，最应该给予武汉
的评价是——英雄城市。”

“我很确定，他们是真正的
‘英雄’”

聂小涛所在医疗队援助的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东院十二病区（3号楼15层），目
前仍有本院的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他
们中有的已经坚守了两月有余，有的经过
短暂休整后又重新投入了一线。

聂小涛问他们：“你们怎么还在一线
奋战啊？不累吗？不休息吗？”得到的回
答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想、去悲伤，
因为战斗还在继续。”

“为了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我与他
们的交流并不多，但我很确定，他们是真
正的‘英雄’。”聂小涛告诉记者。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家人、
感受到家的温暖

对医生来说，值夜班是很寻常的
事。武汉雪夜，寒风凛冽。医护人员走
出院区时，公路边驾驶车辆的志愿者早
已等候多时。

“出来做志愿者，家里人同意吗？”聂
小涛问。

司机说：“你们从重庆、上海、新疆都
来了，我一个武汉人，更应该做点事。相
较于你们，我们做的事微不足道。家里

人都蛮支持的。”
快下车时，司机特意与家人视频连

线，共同表达对援鄂医护人员的感谢。
而聂小涛仿佛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家人、
感受到家的温暖。

目送车渐远，雪更厚了，夜也更深。
“我突然觉得，司机驾车的身影和武汉市
民宅在家里的样貌，都是‘英雄’战斗时
的姿态。”聂小涛说。

“只要你们康复了，比什么
都强”

隔离病区，每位医护人员都穿得像
宇航员一样，仅能够从雾蒙蒙的护目镜
中依稀辨别对方写在防护服外面的名
字。患者们也在仔细地看着、努力地记
着衣服上的名字。

聂小涛问：“阿姨，您看什么呢？好
些了吗？”

这位女患者仔细看着他们说：“我想
记下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感谢你们无
微不至的照顾。我是记者，康复以后一
定如实记录下你们所做的一切。”

患者经常给聂小涛他们写一些感谢
的话，有写在卫生纸上的，有写在广告宣
传单上的，还有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
……虽然有些字经常写得歪歪扭扭，但

浓浓的情意浸透纸背。
“只要你们康复了，比什么都强。”聂

小涛说。
都说医护人员是战士，其实患者何

尝不是呢？聂小涛感慨：“面对病魔，我
们是战友。我甚至觉得，病床上的他们
更有资格被称为‘战斗英雄’——以顽强
的意志抵抗着病毒猛烈袭来的‘炮火’。”

樱花盛开的武汉，他要好
好看一看

那天，海南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初
一国际班的同学们给聂小涛他们寄来了
西瓜、哈密瓜和芒果。

同学们在信中说：“我们关注，我们
祈祷，我们行动！抗疫路上，我们的心与
您们同在！待到春暖花开日，请到天涯
海角来！”

“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援鄂
抗疫，全国人民都在通过自己的方式支
援着我们，支援着武汉。”在聂小涛看来，
医务工作者、确诊患者、酒店管理者、快
递员、公交车司机、安保人员、志愿者、援
助者以及无数坚守在家的人，都在以平
凡人的英雄之举支撑着武汉。

聂小涛说，春天的武汉，樱花盛开的
武汉，他要好好看一看。

一位援鄂医生眼中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