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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徐、燕子，请你们过
来处理一下打单情况……”
陆钰琳口中的阿徐、燕子是
她直播团队中重要的小伙
伴，但并不是他们的真名。
她笑着告诉记者，他们都是
00后，本科学历的年轻人有
想法、有闯劲，给乡村直播注
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已可以
独当一面，“真担心他们‘火’
了被挖走。”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党总支书记蔡丽巍表
示，商学院的电子商务专业
近两年来颇受社会关注，学
院在直播人才培养上也不断
发力。学院有个厚浪工作
室，它以工学交替的项目化
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做中学、
学中做。工作室主要为企业
提供直播带货、短视频制作
和新媒体运营等服务。自成
立以来，先后对接多个校企

合作项目，如山联村电商助
农、乡村旅游推广项目、阳山
水蜜桃直播带货项目、海澜
之家品牌直播代运营项目
等，不仅为企业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在社会上也产
生了极大的反响。其中，阳
山水蜜桃直播带货项目和山
联村电商助农项目先后被中
央教育电视台和各大主流媒
体报道。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的
乡土直播，还未摆脱农户自
发、自我管理的影子，下一步
要想做大做强，相关部门应
制订引才政策，出台相关激
励措施，在资金、政策等方面
给予实打实的扶持，发挥校
企对接培养人才的教育功
能，为乡土直播提供更多的
专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晚报记者 黄振 受访
者供图）

随着5G时代的到来，在如火如荼的乡

村振兴浪潮中，无锡涌现出一批紧扣时代脉

搏的后起之秀，他们凭借灵敏的市场嗅觉和

先进的理念，勇于尝试新业态、新模式，在乡

土直播的新赛道上，大量新鲜的农副产品不

断刷新让人惊叹的交易量。

手机变身“新农具”

数字赋能，“乡土直播”成了“新农活”

“欢迎糕糕粉进入直播
间，我们直播的内容是关于
糕的……”3月29日，无锡
宏凤年糕坊微信视频号
内，熟悉的直播问候没有
照常响起，引起了粉丝“风
雨同舟”的关注。春分节
气过后，正是青团走俏的
时候，“最近主播怎么不上
播呢？”粉丝不由自主地开
始了“催更”。“开通直播
后，粉丝太热情了，富有乡
土气息的糕团类食品几乎
供不应求。”该年糕坊传承
人沈静娟“主播”笑着说。

同样因为被粉丝“催
更”，而“幸福着烦恼”的还
有80后、自称无锡“小镇青
年”的陆钰琳。“2个小时的
直播收获2000订单，其中
1000单是手工小笼包的订
单。”3月28日，她和直播团
队到胡埭一家生产包子、小

笼包的厂家直播。没想到，
原本计划五六个小时的任
务被缩短到2个小时，“直播
再不停下来，要‘炸单’了。”
陆钰琳说，她的抖音号今年
1月才上线，目前共发表66
个作品，但是粉丝已有3.2
万。3月29日下午的一次
直播中，订单再次“爆炸”。

00后刘达明是江苏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电
子商务专业的大二学生。
从2020年开始，他和同学
们发挥专业优势，在学校
的大力支持指导下，将数
字化思维运用到火热的乡
村振兴大潮中，走进“田间
地头”，多次开展直播助农
活动。无锡网红村山联
村、严家桥……都留下了
他们的身影，大大推动了
当地农副产品的线上销
售。

“锯木头的锯子、祖辈用
过的凳子、甚至乡间小路和
田里的庄稼都是拍摄的对
象。”谈起直播，沈静娟表示，
自己的直播“打法”不墨守成
规，喜欢“折腾”。农村的生
活片段，让粉丝们饶有兴
趣。在她的逻辑里，“展示乡
村真实的生活状态”给她带
来了流量和粉丝。

去年，沈静娟认识到，与
传统营销以及电子商务相
比，在直播这条赛道上，可以
让乡土产品走得更远。2021
年6月1日，她和团队开通微
信视频号，尝试视频直播，正
常每天直播一个半小时。没
想到，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
直播为非物质文化产品打开
了新世界的大门，从零粉丝
到2000粉丝耗时6个月，从
2000粉丝到9000粉丝仅用
1个月。她提供给记者的1

份入账清单里，清楚地记录
着不直播时，糕点的交易额
仅两三百元，而直播一旦上
线，交易额轻松过5000元，
过年期间达到上万元也轻而
易举。村民们对她刮目相
看，不仅如此，她还带动了周
边村民60多人就业。

2014年，陆钰琳在外企
日资人事岗位工作，有着双
休和稳定薪资，看着桃园里
辛苦劳作、日渐消瘦的父母，
她决定投身农业创业。2018
年开始，随着5G时代的技术
革新，直播带货一时成为风
口，她建立自己的直播团队，
结合产品的特性，在产地开
展直播工作，以“村花”、“村
长来带货”等形式进行原产
地直播，带动当地主要农产
品的销售同时，也对当地特
产、特色手工艺产品、旅游资
源等进行了宣传。她表示，

直播能让粉丝直观感受到果
子在树上开花、结果、逐渐长
大的过程，看到当地的好山
好水、桃花盛开时的自然风
景。通过直播带货，一个生
动的产地、产品、文化展现在
客户面前。

范哲是 2019 级旅游管
理专业的大学生，在山联村
实习时被村里“相中”，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做主
播，视频创作、文案策划、营
造现场氛围都有一手。山联
村近几年依托特色产业菊花
以及优质的旅游资源，乡村
游经营得风生水起，其出产
的菊花以及衍生品以往主要
靠线下售卖。他们相信新赛
道直播可以为村民打开一道
新大门，鼓起村民的钱袋
子。3月上旬，他们推出了以
风筝节为主的旅游文化推介
活动，线上直播大获好评。

沈静娟直播起来“锡味
十足”，接地气。9.9元的手
机支架配上孩子学习用的
台灯做灯光。她的乡土直
播被网友评价为真诚而又
真实。与妆容精致、穿着考
究的直播大咖们不同，她从
不刻意打扮自己，入镜的直
播场景既有年糕作坊、也有
田间地头或者自家灶房父
母烧饭的日常，“没有话术，
没有台词文本，全靠糕的热
爱。”沈静娟告诉记者，这是
她直播时追求真心、真诚、
真货的体现。

陆钰琳一开始兼职用
周末跑市场，做调研，谈合
作意向，接到订单了，父亲
就负责采摘和发货。近两
年，她的团队产值达到了千
万元级。陆钰琳还成为无
锡市电商助农计划青联服
务团的一员。自己家原来
的几亩地的产量已经跟不
上销量了，她承包了更大的
桃园。父亲来新承包的园
子看了一圈后，撂下狠话：
你自己种。一年下来，老爸
不忍心女儿吃苦受累，内心

认可了她要做的事业。有
了父亲的鼎力相助，新农人
的陆钰琳更加有了自信，成
立合作社，把叔伯们的桃园
都集合起来种植。陆钰琳
的合作社开拓了与微信自
媒体、微商等渠道的合作，
品牌建立从此开始。陆钰
琳表示，农产品销售的一个
痛点就是淡旺季。水蜜桃

的主要时节为6、7、8月，合
作社开发了阳山水蜜桃桃
胶，结合主产品的市场资源
对接各平台进行推广，确保
了在淡季有产品可持续发
展。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田间地头做直播。

人物 停不下来，带农产品飞

赛道 新花样让村里人开了眼

坚持 让品牌能够延续

沈静娟的
“锡味直播”。

期盼 做大做强离不开“正规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