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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炎炎夏日，冰烤暑正成为不少美食博
主的“涨粉神器”。将烤制后的薯片放进
冰箱，具备冰激淋口感的冰烤薯，足以替
代“雪糕刺客”。与很多走出试验地就被
遗忘的新品种不同，在拼多多等电商平台
的助推下，一种名叫“烟薯25”的红薯逐渐
在线上俏销，并因烘烤后“香甜如蜜”的特
性成为烤薯品种中的“扛把子”。

不仅如此，“烟薯25”还备受种植户欢
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统计
数据显示，目前“烟薯25”已成为全国推广
面积最大的红薯品种。除了西藏与黑龙
江，“烟薯 25”在全国各地均有种植，甚至
还成就了一批农民“百万元户”。

最招老鼠的“0579株系”

辛国胜经常生食红薯，年均三四百
个。品尝前，他不知道自己的味蕾会经历
怎样的挑战。偶尔，他吃到了令人惊喜的
南瓜味、土豆味；但有些时候，唇齿被苦涩
吞噬。“自己育的种，含泪也要吃下去。”辛
国胜调侃道。正如“神农尝百草”，直接品
尝是红薯育种人在田间地头筛选优良株
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5年的冬天，辛国胜留了一批种薯
在地窖，他发现第79号株系最招老鼠。这
也是0579的名称由来。2012年，通过国家
鉴定后，“0579株系”被命名为“烟薯25”。

即使尝过数千种红薯，辛国胜仍为这
株的香甜惊喜。彼时，国内满大街的烤红
薯使用的几乎都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
科院选育的品种——“遗字 138”与“北京
553”。这两个品种“统治”了“烤薯界”大
半个世纪，未曾遇到有力的挑战者，直至

“0579株系”的出现。
品种培育工作的一大痛点在于品质

与产量往往负相关。好吃不丰产，丰产的
往往又不好吃。而 0579逐渐展现的惊艳
之处是，它很好地兼顾了食味与产量。

在烟台市农科院的育种大棚里，作物
所所长辛国胜和同事们每年通过杂交育
种，大约会得到一万株全新的红薯株系。
其中，只有不到 5%的株系会被他们“品
尝”，而即便“万里挑一”的株系，绝大多数
也会在第二年的鉴定中被淘汰。就像大海
捞针，他们要寻找一种集好吃、高产、颜值
等各种优点于一身、无限接近完美的红薯。

彼时，0579 还是初生事物，其能力尚
未被精准识别。它诞生的那年，烟台少
雨，0579 长得光滑饱满，辛国胜甚是欣
慰。可第二年，雨水频繁，试验地偶有积
水，0579 仿佛得了“静脉曲张”，爆筋了。
辛国胜以为，这可能是他无数次失败中平
淡无奇的一次。

好在，无论口感还是产量，0579 一直
在线，稳定在“学霸”级别。这使得其在通
过国家鉴定前的 7 年间能在试验地一直
保留自己的“坑位”，免于被淘汰。

在研究团队经历无数次“杂交、培育、
鉴定、淘汰”的循环后，0579脱颖而出。虽
然它有不耐涝、不耐储等小缺点，但瑕不
掩瑜。在 2011年全国红薯食用品质组竞
赛中，因色美香醇食味甘甜而夺冠；在国
家区域试验栽种过程中，它又力压其他品
种，摘得产量第一的桂冠。

被电商选中的“明星”

虽有明星潜质，但走出试验地的“烟
薯25”必须面临市场的考验。

“新品种的培育九死一生，新品种的
推广同样艰难。”壹亩地瓜创始人刘朝丽
是最早一批推广“烟薯 25”的“地瓜经纪
人”。2016 年，她第一次尝到当时仅在山
东、河北小规模种植的“烟薯 25”，甜蜜流
油，“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烤红薯。”

在刘朝丽等人的推介下，“烟薯25”开
始在线上销售。2019年，他们在拼多多上

销售该品种的第一周，一天才不过百十
单，但一周后，日订单量大涨至四五千单。

销路打开后，供应端却捉襟见肘。当
时，“烟薯25”仅在一些北方红薯优质产区
种植，其中，山东烟台、河北唐山等产区表
现优异，但产量只能供应部分国内市场。

北方有种“蜜薯”特别好卖，这个
“线报”其实早就传到了南方。但遗憾
的是，正如“橘生淮北则为枳”，海南、云
南等地最初种出的“烟薯 25”，口感竟不
如普通菜薯。

“为保证货源的稳定品质，我们开始接
触种植端及科研端，跟着农科院的专家全
国跑，寻找正宗的‘烟薯25’。”刘朝丽说。

为了防止“烟薯 25不是烟薯 25”的现
象，业界专家辛国胜等开始倡导使用脱毒
种苗。由于红薯属无性繁殖作物，无论大
田苗还是高剪苗都面临病毒侵扰致使种
性退化的问题。而脱毒种苗由红薯茎尖
进行诱导培育而得，“血统纯正”能够更好
地表现品种特性。

在线上市场的倒逼以及科研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2016年至今，“烟薯 25”终于

“成长”出它的另一关键能力——优良的
适应性。目前，“烟薯25”已在全国绝大多
数省（市）均有种植，并能做到全年供应。

未完待续的甜蜜事业

“烟薯25”走红后，辛国胜一度担心它
只能昙花一现。而随着精深加工企业的加

入，这一品种衍生出从传统的地瓜干到饮
料、酒类、冰烤薯、薯蜜、果胶等创新产品。

“高新奇特，我们特别愿意种，因为
好卖。”在山东商河县怀仁镇，韩王村党
总支书记韩成金口中的“高新奇特”指的
是高科技、新研发以及奇特品种，“烟薯
25”属于这一范畴。“为降低种植风险，我
们通常第一年划出三五亩地试种，第二
年再扩种。”

作为商河县重点打造的 10个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村之一，韩王村过去主要种植
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近年来，该村探
索“村企党建联合体”模式，发展红薯订单
农业，向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供货。于是，
千余亩土地，全部以销定产，种上了“烟薯
25”等优质品种。

“虽然去年没有分红，但我们以一村之
力，将地租从每亩800元提到了1100元，相
当于给所有社员增收了。”韩成金说。

今年 8 月 3 日，辛国胜前往商河县调
研。在怀仁镇，他看到大沙河穿境而过，
造就了独特的沙地种植环境。明年，怀
仁镇计划再拿出 910 亩土地实现“烟薯
25”单品种植。

改变了乡村的“烟薯25”也改变了辛国
胜。“过去，坐在实验室的冷板凳上，我曾怀
疑过自己。但2016年后，一些农户因为种
植‘烟薯 25’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 100 万
元。他们太高兴了，甚至给我送了锦旗。
那时，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而推广“烟薯 25”的过程中，刘朝丽
发现，自己想做的不只是卖地瓜而已。

“我们更希望为消费者挖掘真正优质的
品种。尤其今年以来，拼多多在平台策
略上加大了对科技农产品的资源倾斜，
我们更有动力让优质成果出了试验田就
能进入大市场。”

刘朝丽的下一个目标是紫薯。每年
三、四月，紫薯在电商平台上的搜索量远
高于红薯。那时，年轻人脱去臃肿的冬
装吃起了紫薯代餐，但紫薯品类至今缺少
一个“扛把子”品种。这回，刘朝丽相中了
山东日照土专家徐淑亮培育的新品种“东
风 22”，又在拼多多上开始了新一场市场
试验。

“科技的浪漫和魅力在于，你可以不
仅仅只做一个围观者，更可以用它去做出
一点改变，让大家生活在你参与定义的世
界里。”刘朝丽信以为然。

为消费者挖掘美味食品
——“烟薯25”借助电商平台走俏全国

行业聚焦

8月底，山东地区种植的头茬“烟薯25”红薯开始逐渐进入收获期。 凯馨 摄

□□ 蒋朝常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湖北恩施建始县高山马尔科小土豆，
有机种植，天然含硒，心动的朋友们赶紧下
单吧！”刚过去的暑假，华中农业大学青年师
生到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他们走进乡村田间地头，用“农业科普+
公益直播”的新形式助农，通过线上电商平
台帮助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

直播中，大学生主播热情洋溢地为观
众们介绍恩施小土豆、六月雪梨、黄菊、富
硒枸杞鸡蛋等特色农产品，主播、助播、运
营等岗位的队员们各司其职，让整个直播

过程有条不紊。
“为了呈现出最好的直播效果，我们从

流程策划、内容脚本、销售技巧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学习，每场直播结束后我们都会认真
复盘，希望在总结中不断进步，希望能为农
户带来更多收益。”实践团队员高子艺说。

“硒是人体中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请
大家和我们一起学习富硒鸡蛋中硒对人体
的作用。”“藤茶要用沸水冲泡，因为活性物
质二氢杨霉素在 100 度时溶解度最高。”实
践团成员为直播间的观众们详细介绍特色
农产品的生长环境、特色优势、营养价值和
文化渊源。“大学生助农直播间充满了特有
的青春元素和专业知识，我们希望跟别的

直播间不一样！”实践团负责人邓莎莎有感
而发。

“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助农的初心和精
益求精的‘品’字要求，在实践过程中深入
感悟耕读精神，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
力，为强农兴农赋能更多青春智慧。”华中
农大理学院副书记祝鑫参与到直播助农活
动中说。

除直播带货外，社会实践团还通过短视
频拍摄、宣传照拍摄等方式宣传当地特产，
下田劳作体验别开生面的“耕读”课。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团队拍摄剪辑 60余条视频，
播放量突破 100 万次。华中农大理学院副
院长曹敏惠带领实践团队查看猕猴桃生长

情况和当前旱情影响情况，建议农民坚持科
学抗旱，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

带队老师石玉说：“和学生们一起同吃
同住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看着队员们由刚开
始的不知所措，到直播 30 多场后能够熟练
开播，助农的热情越来越高，进步越来越明
显！这些青年大学生用青春担当赋予了乡
村振兴更多意义。”

据悉，华中农大已定点帮扶建始县十
年，积极为建始谋思路、献良策、找资源。
实践团将继续扎根乡村，将直播带货与农
业科普、文化传播相结合，打造有青春担
当、有文化内涵、有创新元素的大学生特色
直播间。

华中农大开展“农业科普+公益直播”助农活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正午，烈日当头，晾晒棚里热气蒸腾，形
成阵阵薄雾，29岁的李泽西随机掀开一个小
盆的纱布，将木勺伸进去搅动，内里的瓜豆
酱显得愈发浓郁红亮。

“今年太阳大，恁看俺这批酱晒得多好，
得包个红包吧！”“中！等这批酱之后打包一
定给恁发。”专职晒酱的村民王大姐冲着李
泽西得意地笑起来。

村里第一个留学生、第一个返乡卖酱的
北漂青年、第一个拥有百万播放量的直播带
货红人，多个标签让李泽西在河南中牟县小
有名气。从一天一二十单到几百单，再到现
在日均 2000 单，李泽西只用了三年不到的
时间，年销售额从 40 万元增加至将近 2000
多万元，收入翻了50倍。

传统瓜豆酱需要新鲜西瓜做原料，制作
时间只有短短三个月左右。晾晒得靠自然
发酵，为实现最佳风味，需要人工每天分时

段翻搅。在李泽西的公司，像王大姐这样的
专职晾晒工人还有十几人。

“日头最毒的三伏天就是瓜豆酱酿造的
最佳时机。”每天都要来查看酿造情况的李
泽西晒得黝黑，跟村里招来的工人们熟络得
很，采访中他不断在河南方言和普通话中来
回切换。

“刚开始就是我用私家车拉货，拿后备
厢装，放个十几箱，第二年就变成了小货
车，现在得用大货车还得一天运好几趟
呢！”李泽西告诉记者，起初摄像、剪辑、主
播、运营、打包等活都是他一肩挑，现在是
专人做专事，三年间，他的团队从一个人扩
大到几十人。

“我是第一个在短视频卖瓜豆酱的，算
是赶上风口了。”李泽西回忆道，瓜豆酱本来
只是自己的乡愁，“其实过去在河南农村几
乎家家都自制瓜豆酱，但因工艺较复杂，做
的人越来越少，在外地的河南人想吃到正宗
味道太难了。”他本来毕业回国的梦想是创

立摄影工作室，虽然知道很多老乡都跟他一
样惦记着这一口酱，但起初并未想过自家奶
奶制作的酱也能做成“大生意”。

正是在李泽西回国的 2016 年前后，
直播带货开始异军突起，短视频平台迅
速兴起，将农产品电商带入了快速发展
的新阶段。

回国三年，不想再“漂”在异乡的李泽西
决定凭借自身的新媒体本领返乡创业，经过
前期调查、市场分析、消费定位、同业对比，
他对短视频卖酱有了更足的信心和底气。
事实上，调味酱由于耐储存、食用场景多元，
一直是农产品电商领域里销量前十的品
类。数据显示，我国调味酱市场规模约 400
亿，竞争格局较为分散，行业前景广阔。

2019年 4月，李泽西成立了郑州酱子食
品有限公司，注册了商标“奶奶的酱”，将奶
奶请来做全程技术指导，因看好电商发展，
李泽西把宣传销售渠道全放在线上。

同时他将现场切西瓜、煮豆、晒豆、裹面

等制作环节和端上餐桌“白馍蘸红油”的画
面一一拍下制作短视频。凭借过硬的摄影
技术，他拍摄的制酱短视频，画面色彩鲜艳，
视觉冲击力强，快节奏的剪辑技巧让其制作
更显精良，上线不久就吸引了百万流量，第
一年的产能不到4个月就销售一空。

对李泽西来说，返乡并不是简单重复长
辈人生，而是开创一番新事业。正是农村电
商的蓬勃发展给了他在家门口实现创业梦
的新机会。

如今已有一大批像李泽西一样的新农
人正借助电商快速成长。他们懂技术善经
营，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普遍具备高学历，对
短视频、直播电商等创新业态也更敏感。

“农村电商发展快，许多年轻人愿意回
来，我现在招人比以前容易多了。”李泽西告
诉记者，他能在中牟开出不逊于一线城市互
联网公司的工资水平，愿意返乡从事电商运
营、主播、摄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采访结束
后他还要赶去面试新员工。

把“奶奶的酱”做成了大生意
——“90后”小伙返乡创业靠视频出圈三年营收翻50倍

□□ 张华荣

农产品“三品一标”中，农产品地标是各地在长期农业活动中形成
的特色农产品资源，是重要的农业知识产权和区域公用品牌。我国是
传统农业大国，自然生态和资源禀赋多样，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和深厚
的饮食文化，地标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农产品地标是乡村特色产
业发展的有效抓手，对于推动产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保护
特色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农耕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年来，在中央高度重视和农业农村部部署安排下，在各地政府及农
业农村部门积极推动下，在社会各界支持帮助下，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共登记了3510个农产品地标，产品涵盖种植、畜牧、
渔业等3大行业22个品类。通过登记保护特别是连续四年启动实施了地
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挖掘了一批地理标志农产品资源，建设了一批地
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基地，叫响了一批“乡土”区域品牌，增加了一批特色鲜
明、品质优异的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涌现了一批地标农产品助力脱贫增
收、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推出了一批优质的地标农产品走出国门。

地标农产品不仅要产出来、管出来、讲出来，更要卖出来。据国外官方
统计，地标农产品价格比普通农产品平均高出30%以上，从国内调查情况
看，许多地标农产品登记后产值也有20%以上的提高。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当前地标农产品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存在
销售渠道不畅、产品市场认知度不高等问题和困难。需要各级政府大力支
持帮助，需要生产主体努力经营，更需要社会力量积极关心支持。

近期，农民日报和拼多多联合组织“寻鲜中国好农货”活动，同时与
“地标农品中国行”活动同步推进，搭建专业性、综合性的宣传展示、产
销对接平台，通过媒体、实体、政体、主体“四位一体”联合协作，发生化
学反应，形成共振效应，开展对脱贫地区和优势产区地标农产品公益宣
传，提升品牌影响力，组织对接脱贫地区和优势产区地标农产品，帮助
拓宽销售渠道，助力特色富民产业发展，是一项利业利民的好事，很有
意义。

地标农产品是绿色优质农产品代表，应该是中国好农货首选的对
象。相信通过地标宣传、产销对接和采购销售活动，让更多的消费者
了解喜爱优质的地标农产品，让脱贫地区和优势产区更多农产品插上
农产品地标的“品牌翅膀”，飞出大山，走出高原，出村入城，走向市场，
让脱贫地区的农民分享地标农产品品牌的收益和红利。

地理标志农产品是有特色、有文化、有故事的特殊产品，蕴含着丰
富的乡味、乡思、乡情，能使我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积极支持“寻鲜中国好农货”公益活动，在组织动
员、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服务。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努力，保护好、传承
好、发展好农产品地标，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此文根据在京举办的“寻鲜中国好农货”公益活动启动暨地标农产品发展保护
座谈会上，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任张华荣的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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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力军

“立秋以来，我们这儿的花生、红薯
成了‘网红’，迎来销售旺季，老百姓的日
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这多亏了政府的精
准指导啊！”日前，湖南省宁远县禾亭镇
琵琶岗村村民肖宁清兴奋地说。

近年来，该县坚持探索“党建+电商”
相融互促模式，创新“乡村振兴+农业+旅
游+文化”模式，通过头雁培育、搭台筑
巢、产业孵化等措施助推优势农产品与电
商产业有效结合，实现党建引领村集体经
济增收、群众致富，激发乡村振兴新动
能。做实党建引领、平台打造、人才支撑

“三篇文章”。推行“党组织统领、支部引
领、党员带领，组织联建、村企联盟、利益

联结”模式，聚力培养新业态从业者、涉农
企业工作者、返乡大学生等优秀青年成为

“电商雁阵”第一梯队。机关党员干部主动
靠前，组建“党建+电商”师资队伍，定期开
展业务讲座、技能培训。强力打造电商发
展的“点、线、面”，全方位释放电商发展潜
能，解决了农产品与大市场对接难题，带
动了农民增收。通过政策拉动、部门联
动、典型带动等方式，采取农村电商平台、
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等方式对外推广特色
农副产品，培育出“九嶷山兔”“宁远血鸭”

“金丝皇菊”“小籽花生”等特色品牌。
据了解，目前该县构建出县、乡镇

（街道）、村（社区）三级电商大网络，建成
电商服务站225个，拥有160多家电商经
营主体，电商从业人员超过5000人。

湖南宁远

党建引领电商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 杨国红 敖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今年以来，新疆疏勒县积极搭建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平台，引导群众转
变销售方式，让新鲜的蔬菜瓜果搭上了
直播“云快车”，助力群众实现增收。

8 月 19 日，在疏勒县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里，一场别
开生面的直播正在进行，主播热情地与
粉丝互动。

“通过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快速地查
看产品礼包，也有精心制作的视频，内容
很丰富，我们可以及时了解、购买到新鲜
蔬菜瓜果，极大地方便了生活。”疏勒镇

新世纪社区居民周晓弟说，“昨天我在快
乐优选的平台上，为父母选购了一个水
果礼包和一些蔬菜，今天早上他们就收
到了，水果和蔬菜还很新鲜。”

疏勒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负责
人叶鹏说：“目前，我们在全县各乡镇收
购的蔬菜瓜果，通过快乐优选平台进行
销售，先有订单，然后再采摘配送，可以
保证蔬菜瓜果的新鲜度。目前，每天的
订单量都在 600 单以上。下一步，我们
还将持续加快电商经济发展步伐，不断
完善联结机制，拓宽网上销售渠道，丰富
线上销售手段，持续开展电商助农活动，
实现农产品出村进城，打造乡村振兴新
样板，助力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疆疏勒

蔬菜瓜果搭上直播“云快车”

近年来，山东省阳谷县博济桥街道依托地理和传统产业优势，围绕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按照“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通过电商促进农业
产业发展，电商产业园直播销售农产品近千种，日均销售800余单。

图为在博济桥街道“印象阳谷”电商产业园内，主播通过网络直播推介阳谷特色
农产品。 王一鸣 摄

地方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