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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卖货不仅打开了农产品销路，
让更多农民增收致富， 还在推动农村传
统生产方式的改变，重塑农民思维方式，
促进农业生产质量的提高。

23 日， 在 2019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北京会场阿里巴巴大屏幕上的两组数据
非常醒目：已助力 8 亿件农货上行，举办
37 万场丰收节直播。“手机变成了新农
具，直播变成了新农活，数据变成了新农
资。 ”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方建生在现
场介绍。

为了让消费者买到更好的产品，一
些直播平台与地方政府合作， 倒逼农民
科学种植、精细管理，提升农作物品质。

通过快手与黑龙江省克山县政府开
通的快手政务号， 种植用户用短视频真
实记录马铃薯生长的环境和过程； 政府
和相关食品企业发布的视频， 则展示农

产品生产、销售全产业链。
视频直播还成为扶贫的新力量。 今

年以来，500 万贫困县区的人口从快手
平台上获得直播收益。 首批数十位带头
人的产业总值已超过 1000 万元。

2018 年 9 月，抖音达人为河南省栾
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的特色扶贫项目
“拨云妈妈面”拍摄了一条短视频，带火
了当地的农家面馆“山顶人家”。 景区因
此新设立了不少旅游扶贫摊位， 共带动
138 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也
应注意到， 一些直播的商品质量还不是
很过关，售后服务跟不上，一些贫困地区
的供应链还在初级建设阶段， 相关各方
要进一步形成支持合力，提升质量，不断
增强消费者的体验和信任度。

（据新华社）

《2019 全国网民网络安全
感满意度调查统计报告》显
示，近四成网民认为，网络个
人信息泄露非常多和比较多；
近六成网民更曾遭遇过个人
信息被侵犯。 不仅如此，专家
表示， 个人信息遭泄露人群
中，手机网民是“重灾区”。 记
者调查发现，这与几种手机不
良使用习惯直接相关。

———掉以轻心，随意扫描
二维码， 下载可疑应用软件。

“这是我们的创业项目， 您扫
描一下二维码填写个人信息，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小礼品。 ”
如此“地推”场景，相信并不陌
生。一些人或为支持年轻人创
业热情或认为领取小礼品“有
利可图”而同意扫描。殊不知，
无论动机如何不同，他们手机
上的个人信息都面临相同的
泄露风险。网络安全专家告诉
记者，一些二维码包含木马病
毒，可窃取和修改设备内重要
信息。不法分子还可能以此远
程遥控用户手机，实现开启摄
像头、麦克风、定位等操作。

———因小失大，轻信“试

睡”“体验”等“免费套路”。 酒
店免费试睡体验类项目推广
文章一度在微信朋友圈中流
行。 文中称，用户只要转发相
应内容，并在文内链接留下自
己的真实姓名、手机号等个人
信息，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试睡
五星级酒店机会，有的甚至索
要身份证号等个人敏感信息。
记者从网络安全专家处得知，
事实上，填写此类信息的用户
获得“免费”体验机会微乎其
微，但丢失个人敏感信息的风
险却十分巨大。

———被逼无奈或盲目授
权， 忽视手机 App 用户协议
和隐私政策。“如要继续使用
本软件，请提供相应授权。”不
少 App 通过“不同意就不准
用”的“霸王条款”过度索权，
给用户个人信息造成重大风
险。 比如记者发现某手电筒
App，安装时却要求获取阅读
手机通讯录的权限。 此外，一
些用户嫌麻烦， 使用 App 前
不阅读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
导致个人信息大量泄露还不
自知。

丰收节热闹堪比“双十一” 大量网民围观农民网红带货

视频直播为啥成了“新农活”？
在 9 月 23 日的中国农民丰收节里， 各类农产品的视频直播成为网民围

观热点，众多乡村主播成为人气超高的网红。 通过直播，大量新鲜的蔬菜、水
果、海鲜不断刷新让人惊叹的交易量。

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均在丰收节这一天，联合一些基层政府推出了大
量视频直播农产品销售活动。 在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指导
的系列评选中，淘宝主播薇娅、烈儿宝贝入选十大网络销售达人，淘女郎 demi
入选十大丰收节使者。

农农民民网网红红与与基基层层干干部部直直播播带带货货

张晓辉是山东省惠民县姜楼镇张扬
村一名 80 后农民。 每晚 6 点半,他会准
时进入淘宝村播间，面对摄像头，津津有
味地边吃刚煮熟的玉米边介绍：“这是今
天刚从自家地里掰下来的,天然无公害,
明天早上还去掰。 ” 不一会儿就有人询
问、下单。 现在，张晓辉自家的玉米已经
不够卖了,开始收购邻里的玉米。

在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越来越
多的农民、返乡大学生、扶贫带头人甚至
村干部和县长， 都当上了农产品销售的
主播，吸引了大量粉丝。

“一个薇娅抵得过一个小电商。 ”在
云南， 仅一场直播，“淘宝第一主播”薇
娅就为云南特产实现销售超 3000 万元；

在 491 万粉丝的围观下，1.3 吨云南咖啡
2 秒内告罄，110 万枚鲜花饼 3 分钟售
完。

9 月 23 日上午，快手、黑龙江广播
电视大小屏同步直播的丰收节活动，5
位主持人与多位农民网红互动直播，仅
两个小时累计观众人数超过 650 万人。

这个秋天，阿里巴巴聚合集团 13 个
涉农业务，联动全国 1000 个核心农产品
产区、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 打造堪比

“双十一”量级的丰收节。
阿里巴巴 2019 丰收节公益直播活

动中，“县长 + 网红 + 明星”3 小时直
播，吸引 3400 万人次围观，创下 2640 万
元成交新纪录，较去年同期增长 164%。

农农产产品品视视频频直直播播为为啥啥这这么么红红？？

近距离、直观、身临其境的感觉，再
加上各种农村生活场景给网友带来的新
鲜感， 让一些农民在网上迅速吸引大量
粉丝成为网红。

“真实与直接是农产品视频迅速走
红的重要原因。 ”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
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如果做电商，一
个农民要掌握摄影、文案等复杂技能，技
术门槛高， 但视频直播则是每一个普通
的农民都可以开展的。 此外， 平台的功
能不断优化，一触屏就能下单支付，快递
物流方便快捷， 使售卖双方容易达成交
易。“简单说，就是科技赋能‘三农’。 ”

快手科技副总裁宋婷婷说， 视频直
播既是广告也是监督。 农民可以呈现农
产品生产、种植的全过程，并分享独具特
色的乡村生活； 城市消费者在体验乡村
生活乐趣的同时，会对人物发生兴趣，从
而演化为有信任度的消费行为。

拥有 300 多万粉丝的快手主播“爱
笑的雪莉吖”袁桂花，生活在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雷寨村。 有一
年临近除夕， 她在家直播吃自制腊肉，

“老铁” 们见她吃得特别香， 纷纷留言：
“能不能多做一份给我邮过来啊？ ”她当
即把制作的腊肉全都卖掉，挣了两千元。
此后，腊肉、腊肠、豆腐乳、烤米酒等自
家土特产， 通过袁桂花的直播摆到了全
国各地网友的餐桌上。

农民主播们的农村生活片段让“老
铁”们看得津津有味。 在去玉米地前，张
晓辉通常会用手机拍摄农村的各种生产
工具等。“别小看这些，城里不少人没见
过。 搂草的耙子、 灌溉的沟渠、 乡间小
路， 甚至村道边的庄稼都能带来流量和
粉丝。 ”他说，刚在淘宝村播平台售卖农
产品不到半个月，他就收获了 2000 多个
粉丝，每天接到将近 20 个订单。

互互联联网网技技术术重重塑塑““三三农农””，，成成为为扶扶贫贫新新力力量量

移动互联时代
我们如何应对信息“劫”？

“移动互联时代，该怎样
保护个人信息？ ”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刚刚结束， 关于如
何切实保障网络个人信息安
全的讨论引来各方聚焦。 哪

些不良使用习惯会导致手机
防护尽失、 网络用户个人信
息被“劫”？ 哪些隐患仍在威
胁网络个人信息安全？ 记者
就此展开调查。

多位专家学者和相关部
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当前在
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发
力”已成常态，但仍有潜在风
险有待排除。

相关保护措施的标准是
什么？ 如何把握？ 中央网信办
网络安全协调局综合处处长
唐鑫认为，移动互联时代的个
人信息保护应该“标准先行”，
既不能“没标准”，也不能“标
准总变”。他认为，App 收集和
使用个人信息涉及手机制造
商、手机应用开发商、应用商
店等多主体，因此有必要打通
各环节，做到行业协调、综合
治理。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
为，当前经营者通过“不同意
就不准用”等“霸王条款”变相
强制采集用户信息问题泛滥，
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后往往
存在举证难、 维权难等问题。
对此，不仅需要有关部门加强

实际监管、严格执行现有法律
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国家
更应针对侵权“顽症”制定完
善相关规则。

另据记者调查，还存在一
些 App 隐蔽收集和使用用户
个人信息的问题。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所长魏
亮指出，例如用户已经关闭了
GPS 权限，因此默认 App 不再
收集我的地理位置信息，但实
际上 App 仍在通过用户所连
接的 WiFi 来获取用户位置，
这种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
息的行为已超出一般用户心
理预期。

他建议，行业相关主体应
切实以个人信息保护理念直
接指导研发、编码过程，同时
加强对防窃密、防篡改、防泄
露、数据脱敏、关键数据审计、
流动追溯和数据备份等安全
技术的研发和商业部署，让安
全机制与安全技术落地、落
实。 （据新华社）

标准模糊、霸王条款、隐蔽收集等
潜在风险仍存

3 个不良习惯
或丢光全部个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