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电商的东风渐强，
一批返乡农民、非遗传承人和新农人回到乡镇，共同守
护与发展家乡。电商大大加速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上行
和工业品下行，壮大了产业、繁荣了经济、凝聚了人气，
提高了村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与此同时，一种基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
用户潜在购物兴趣，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的兴趣电商应
运而生。

对于在农村奋斗的人来说，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
结合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时代赋予了
农村耕耘者“电商”这把利器，用短视频等优质内容将农
村土货和消费者连接起来。

梦想不会孤单前行，兴趣电商让逐梦者帮更多农民
筑梦。2022年初，为吸引更多优质创作者，丰富抖音电
商内容生态，抖音电商推出“寻找同行者”计划。“寻找同
行者”是抖音电商的创作者成长大本营，致力于挖掘优
质达人和商家，通过“山货上头条”“看见手艺计划”“全
民好书计划”等专项扶持计划，助力他们在平台实现更
长远的发展。

在抖音电商第二届生态大会上，青海“90后”姑娘牛
梦琳被评为“年度人物”。她把家乡的枸杞拍成短视频
发布到抖音，打开了销路，不仅帮乡亲们卖出200多吨枸

杞，还带动村民一起拍短视频、直播带货。这种产地直
送的电商模式，减少了中间环节各种差价，帮农民分享
到更多的价格红利，让黄土地变成聚宝盆，圆了乡亲们
的致富梦。

梦想不会辜负乡土，兴趣电商让逐梦者共绘家乡发
展蓝图。过去，农村劳动力在家乡找不到合适的岗位，
只能外出打工，给老人和孩子留下远去的背影。电商上
下行双向贯通的特性推动了资源要素在城乡双向流动，
让个人打拼与家乡发展之间有了更紧密的结合点。返
乡青年曾庆欢被乡亲们称为“豆腐西施”，靠着抖音电商
卖光了家乡湖南新化县所有豆腐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返回家乡、建设家乡。农村因此形成良性循环——
园区越多、产业越强，则招工越多、人气越强、家乡越来
越繁荣。

梦想不再脆弱不堪，兴趣电商让逐梦者吃下“定
心丸”。农业生产一直以来面对很多风险挑战，特别
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市场风险带来的价格波动时常
冲击着脆弱的农民，谷贱伤农、农产品滞销事件时有
发生。抖音电商有效增强了农村从业者抵御风险的
能力，通过线上售后反馈、直播带货过程中和消费者
互动、短视频作品下读者留言，从业者能科学对接市
场需求，以需定产、开发新产品，从而规避市场风险，

即便发生农产品滞销时，也能第一时间通过抖音电商
寻找产销对接渠道，大大增强家乡农业产业的韧性和
市场竞争力。

梦想不仅满足温饱，兴趣电商让逐梦者抵达乡土
文化的“诗和远方”。中华上下五千年，孕育出深厚的
农耕文明，但工业文明不断挤压着耕读文化的空间，乡
村文化亟待振兴，“诗与远方”亟须守护。

短视频和直播是抖音电商的标配，通过直观展
示，在助力农产品上行的同时，也为家乡吸引到更多
关注的目光——同为“年度人物”的朱立群，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苏罗技艺几十年，他将织布机搬进抖
音直播间展现传统工艺之美，让老手艺重新打开市
场。如今，远离水泥喧嚣、田畴秀美如画的农村场
景，成为城里人眼中的风景、向往的生活，而抖音电
商的这块小屏幕，帮乡亲们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
银山。

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相信在抖音电商的助力
下，三农奋斗者能不断打开新市场、开拓新事业，为造福
一方百姓创造更多社会价值。正如抖音电商总裁魏雯
雯所说：“除了创造生意价值，我们也非常看重每一笔

‘买’与‘卖’的交易背后，多方合力创造的社会价值，并
让这价值可以服务、驱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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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心宝你来啦！”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26岁的曾庆欢是个小有名气的人，
走在山间总会被热情的“粉丝”认出来。这个曾经在大城市漂泊的普通打工妹，现在
是抖音上拥有 300多万粉丝的@湘妹心宝。犁田、插秧、收稻……人们可以在她的抖
音里看见久违了的现实乡村图景。作为电商达人，她扎根故土，反哺家乡，用短视频
记录乡间生活的三餐四季，把带着乡土味的腐乳、腊肉和萝卜干销往千家万户，大大
提升了当地的经济效益。她说：“我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
乡摆脱贫困。”

在网友眼中，圆圆脸庞的曾庆欢有着“治愈”的阳光笑容。但在成为“湘妹心宝”
之前，她自认“卑微、渺小、没有存在感”。曾庆欢出生在湖南新化的大山里，是跟着爷
爷奶奶长大的留守儿童。中专毕业后，她在深圳的服装厂打过几年工，每月领几百元
工资。后来回到湖南，在步行街卖服装。期间也尝试过创业，拿着父母给的2万元开
了个化妆品网店，几个月后，钱亏完了，店铺也就关了。

2018年底，曾庆欢的爷爷去世，为了陪伴奶奶，她回到农村，不准备再离开。表哥
见状，便提议一起拍抖音短视频。刚拍短视频的曾庆欢很迷茫，打工的时候她填应聘
表格，“特长”一栏都不知该如何下笔，她觉得自己除了力气大一无所长。“那我们就拍
你最擅长的干农活吧。”表哥说。于是，在表哥的镜头下，曾庆欢在初春齐膝的泥水里
赶牛犁田，一个人轻松拎起一整只小猪仔或担上两满筐谷子。她的皮实与勤劳意外
收获了百万网友的喜爱，人们赞美这个靠双手和劳动吃饭的乡村姑娘。

2019年9月，曾庆欢和表哥已经累积了七八十万粉丝。一位附近村庄的果农在抖
音找到了她，想请她帮忙出售金秋梨。新化地处云贵高原向江浙丘陵递降的过渡带，
连绵的山间盛产金秋梨。高海拔产出的梨病虫害少，是天然的绿色食品，但当地人不
谙线上市场，销路始终没有打开，每年 9成的梨都要烂在地里。果农“看到梨子就伤
心，就生气”，常常白忙活一整年。

曾庆欢从小在农村长大，深知农民的苦。毫无电商经验的她虽然心里也没底，但
仍凭着一腔热血一口答应下来。开播一小时后，滞销的金秋梨卖出了几千斤。“原本
没抱太大希望，想着能卖多少是多少，看到销量简直乐开了花。”果农说。

曾庆欢误打误撞开启了抖音电商之路。她和表哥发现，粉丝对视频中出现的乡
土美食特别感兴趣，总在评论区问是什么，怎么买。为什么不能试着把家乡的好东西
推出去呢？

白溪腐乳以其香、辣、爽口享誉当地，是新化县的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但全国的
腐乳遍地开花，白溪腐乳缺乏营销，始终无法脱颖而出。在新化，腐乳厂家常年惨淡
经营，要么在传统电商平台打价格战，要么在线下市场找批发商，可谓举步维艰。

2019年 10月，曾庆欢开始在抖音电商带货白溪腐乳，曾创下一场直播带货 40万
元的佳绩，是一家腐乳厂平常3个月的产量。白溪腐乳渐渐在抖音电商打响了名号，
带货的达人也多了起来，新化几个腐乳厂要加班加点才能保障供应。曾庆欢以一己
之力带动当地腐乳产业，有网友开玩笑说，她是“当代的豆腐西施”。

作为抖音电商第二届生态大会的助农达人代表，曾庆欢回想曾经在城市漂泊的
日子，光照顾自己就已经捉襟见肘，更不要说去帮助别人。现在，她不仅养活了自家
人，还可以带动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曾庆欢说：“我要一直坚守在乡村的土地上，为
农民做更多事，让农特产品走出去，和周围人一起，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相信广阔天地，一定大有可为。”

“湘妹心宝”：让腐乳成家乡“致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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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鹏

牛梦琳在抖音的名字叫“漠里姐
姐”，意思是“大漠里走出来的姐姐”。她
是河南人，但 8 岁时就跟着父母到了青
海，一家人生活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角都
兰县的一个农场。

初到高原，她经历了很长一段适应
期。漫天的黄沙，干燥的气候，难以下咽
的青稞馒头，很多时候，她的嘴唇都是干
裂的。但比起生活环境，对牛梦琳一家
而言，收入是更大的困扰。高中毕业后，

牛梦琳跟着亲戚去伊朗开超市。但只去
了8个月超市就倒闭了。回国后，她在广
州的电子城找了份工作，帮人看摊位，一
个月工资 2300元，再减去房租和日常开
销，手中的钱所剩无几。

几年后，牛梦琳还是回到了高原上
的家。这次回来，她发现家乡有很大变
化。那些年，更多人开始重视养生，市场
上对枸杞的需求增大，当地很多人都种
起了枸杞，牛梦琳家里也不例外。青藏
高原海拔高，日照时间长，种出来的枸杞
肉厚味甜、汁水丰沛，品质非常好。每到
丰收的时候，红彤彤的枸杞挂在枝头，衬
着背后蓝色的天空，整片土地显得生机
盎然。

牛梦琳把她最喜欢的这幅画面拍成
了短视频，发在了抖音上。通过她的镜
头，很多人第一次见到了原产地的新鲜
枸杞，见到了枸杞丰收的场景。她逐渐
积累了几百万粉丝，很多人在评论区问：
怎样才能买到你们那里的枸杞？

2020 年初，牛梦琳第一次尝试在抖
音直播带货，结果一晚上就卖出了300多
单，相当于线下店里两个月的销量。而
对于从直播间卖出去的枸杞，牛梦琳也
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从果子的颜色、口
感、形状，再到肉质厚度、颗粒匀称程度
以及破损率高低，都要层层严格把关。

“在如此多维度的标准之下，通常 100吨
枸杞里，只有 20吨可以达到合格。”牛梦
琳说。

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涌来，牛梦琳
觉得自己应该为当地农民做些什么。在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村民在售
卖枸杞时，一直都处在被动的状态：每
年 9月到第二年 3月是卖枸杞的黄金期，
如果超过 4 月，天气变热，枸杞返潮结
块，当年的新鲜枸杞只能当陈货来卖。
但因为信息不对称、缺少销路，农民对
市场的需求把握不准，很大程度上是碰
运气。

在牛梦琳看来，虽然农民的营收许

多时候是“靠天吃饭”，但有一部分却也
是“事在人为”。她决定用自己的力量，
帮助农民打开销路，增加销量。

“如果乡亲们种植的枸杞能够达到
我直播间的要求，我会用高于市场的价
格，将枸杞收上来。”除了自家的枸杞，牛
梦琳开始帮助其他农户售卖。去年一
年，牛梦琳一共为家乡卖出 200 多吨枸
杞。同时，打包发货也都需要人力，她的
工厂提供了大量岗位，让很多原本没有
工作的妇女获得了一份收入。在她的带
动下，周围很多农户也开了自己的抖音
号，把自家的农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

对于未来，牛梦琳也有新的计划，她
不打算再扩大自己的枸杞种植面积，而
是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带动周边村民上。
她说：“这里还有十几万亩枸杞树，我能
做的还有很多，我想要号召更多农户种
植出优质枸杞。”牛梦琳期盼着，让更多
人了解这些生长在青藏高原，被昆仑山
雪水滋养的高原枸杞。

“漠里姐姐”:一年销出200吨优质枸杞

朱立群，江苏省苏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吴罗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
小听着“唧唧复唧唧”长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江浙一带“家家
纺纱织布，村村机杼相闻”。耳濡目染，
朱立群天生对织造具有好感。1976年高
中毕业后，朱立群被分配到苏州原吴县
丝织二厂，与庞杂的老式铁木丝织机为
伴，开始了织罗生涯。19 岁时他在丝织
厂埋头苦干，39 岁时他下海创业苦心经
营，59岁时他把自己关进“小黑屋”复制

出土文物……流转的是 40年如梭岁月，
而不变的是织布机上穿梭而过地对织罗
的热忱。

“守艺”容易“传艺”难。尤其是将一
项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制
作工人养家糊口的生意，更是难上加
难。和每个创业者一样，经营，一度成为
萦绕在朱立群头上的难题。

早年间，国内对于这类传统面料的
需求量没那么大，以至于很长一段时
间，朱立群工厂 80%以上的订单都是出
口国外。但这几年，国外对于罗制面料
这类“奢侈品”的需求日益降低，加之疫
情的影响，海外出口这条销路几乎进入
了“死胡同”。

朱立群意识到，必须谋求转型。就
在他苦苦拓展销路的时候，转机出现
了。“近几年，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苏罗历史悠长，还被列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重视。”他发现国
内逐渐掀起了一股“汉服热”，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开始自发钻研古代服饰文化。

不仅如此，抖音上与汉服相关的优质短
视频更是比比皆是。

于是，习惯了拿木梭的手，开始接触
方寸之屏，在网上“冲浪”。2021年1月27
日，朱立群化身“朱伯伯”，在抖音发布短
视频，科普罗衫服饰，他还将织布机搬进
直播间，推广织罗技艺，展现传统工艺之
美。同时，他还花大量时间做颜色的定
染，再通过镜头呈现符合现代审美的传
统文化。

“突然想起小时候帮外婆纺线”“期
待这些美好色彩和触感重新走进现实生
活”“好想学织罗”……抖音账号@朱伯伯
的苏罗，不仅勾起了大家的儿时回忆，更
聚集了一批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成
为了承载文化底蕴、彰显民族文化自信
的阵地。

“还真有很多人感兴趣。”随即，
朱立群在抖音电商上开通店铺“苏罗
的小店”，一年来售出罗织品 4000 多
单。“借助互联网拓展国内市场后，现
在内销的比例占到了 80%，外贸比例

占 20%。”
此前受疫情因素影响，国外订单大

幅削减，朱立群着实为苏罗的传承捏了
把汗，如今看到老手艺找到了销售新路，
言语间尽是藏不住的喜悦。

“抖音电商拉近了苏罗与消费者之
间的距离，对传统手工技艺的认知重塑，
使得越来越多人愿意为手工艺人付出的
时间和精力买单。这极大地激发了非遗
传承的创新性。”

如今，在“苏罗的小店”里，苏罗不
再以单一的面料形式出现，发圈、罗扇、
罗衫、罗裙、罗帕等生活日用品同样备
受推崇。

“我们每个月都会推出新品。”对于
罗织物衍生品的开发，朱立群希望通过
小物件，让大家能够真正接触、理解并爱
上罗。衍生品通常需要加上提花、色织、
印花等技艺，加工工艺要求更高，还得兼
顾样式、功能、定价等多重因素，为此朱
立群还组建了专门的研发团队，为老手
艺注入新的活力。

“朱伯伯”：用年轻的方式为传统手艺正名

在抖音电商第二届生态大会上，
牛梦琳被评为“年度人物”。她说：“我
如愿成为了一个对家乡有用的人。现
在，我正在实现更大的梦想——我想
成为青海的一张名片，让更多人看到
我美丽的家乡，让高原上的好东西走
向全国各地，让周围更多的人过上更
好的生活。”

在抖音电商第二届生态大会上，
朱立群被评为“年度人物”。他说：“希
望通过抖音电商让更多人看到、买到
好的丝织品。我也乐见墙内开花墙内
香，让越来越多的国人，尤其是年轻人
喜欢上这项传承数千年的传统技艺。
看到更多人把非遗穿在身上，我对传
承就更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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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电商第二届生态大会发布了抖音电商“优质作者精神”倡议，旨在构建正向的带货价值体
系，给予电商作者方向引导，帮助其树立健康的电商理念和职业认同感。该体系包含8项作者精神，
即“滚烫事业、成己达人”“真实可信、专业有趣”“高效履约、共赢致远”“守规立信、助益社会”，引导电
商作者从自身、消费者、商家和社会4个维度，建立明确的价值导向，并以此对其经营行为进行校准。

曾庆欢在直播带货白溪腐乳。

牛梦琳在枸杞地里直播。 从直播间里卖出去的枸杞，牛梦琳都严格把关。 朱立群将织布机搬进直播间，推广织罗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