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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禹州市，插上互联网“翅
膀”的不仅是丰富的土特产，还有秀美
多姿的乡村风光。

为拓宽贫困群众的增收渠道，禹
州市积极探索“旅游+扶贫”模式，聘请
河南省旅游发展研究院的专家、教授，
对张家庄村、青山岭村等 6 个贫困村进
行旅游扶贫规划编制，引导和支持贫
困村依托自然生态、田园风光、历史文
化、传统村落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组
织举办了大鸿寨红叶节、张家庄槐花
节、闵庄杏花节等旅游文化活动，并让
当地“网红”参与其中，自导自拍，将短
视频发布到网上，起到了良好的宣传
推介作用。

长葛市“网红”高圆圆和吴淑霞曾
经从事建筑机械销售工作，都喜欢吃
酸辣粉。因为买不到正宗的重庆酸辣
粉，所以她们自学做酸辣粉，并拍成短
视频，没想到吸引不少人关注。2018
年 ，她 们 在 抖 音 上 注 册“ 恋 吃 家 酸 辣

粉”账号，没想到一年卖出几万箱酸辣
粉，市场相当火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
们深受鼓舞。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恋吃家
酸辣粉’做得更好！”高圆圆说。

已积累一定经验的陈高峰认为，
通过短视频搞销售首先要热爱新生事
物，要懂得拍摄短视频的常识，会使用
电脑制作短视频。“可以先拍一些自己
的生活片段与网友分享。时间久了、
粉丝多了，视频平台就会允许你开店
铺，让你在上面卖东西。”陈高峰说，在
网上销售农产品不能急于求成，没有
一定的时间积累，粉丝不会买你的账。

“第一年不要急着挣钱，要耐住性
子，不断学习尝试，在短视频的精工细
作上下足功夫。”陈高峰说，任何农产
品要想持续在网上热销，都要把好品
质关。因此，“网红”产品尤其要重视
品质把控，不然就会砸了招牌。

【反响】利用自媒体，“网红”走在前

如今，农户开网店、搞直播成了乡
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农民真正尝到
了互联网带来的甜头。

10 月 7 日下午，记者在建安区五女
店镇桃杖村，见到了许昌“网红”钱美
鸽。她正与嫂子程丽娜一起筹划通过
直播、拍摄短视频，在今日头条和抖音

上卖当地丰收的红辣椒。
钱美鸽和程丽娜关系很好，与婆

婆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一家人总是有
说有笑。说起拍摄短视频的起因，钱
美 鸽 说 ，最 初 ，她 和 嫂 子 只 是 觉 得 好
玩 ，经 常 拍 一 些 和 婆 婆 一 起 生 活 、劳
作、聊家常的镜头。钱美鸽丈夫的昵

【建安区】妯娌俩搞直播，3天卖出辣椒5000多公斤

禹 州 市 浅 井 镇 陈 垌 村 村 民 陈 高
峰，前几年毕业于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在网上，我看到有人利用自媒体
拍摄短视频卖土特产。禹州有红薯、
粉条、腐竹等土特产，我就想能不能也
利用互联网，将其卖向全国。”当日，刚
刚受邀参加甘肃省天水市组织的“网
络扶贫博览会”回到禹州的陈高峰对
记者说。

大学毕业后，陈高峰在郑州市从
事网络推广工作。2018 年春节过后，
他和洛阳女孩儿段浩浩结婚，不久回
到老家。

“我最先接触的是西瓜视频。该
平 台 的 短 视 频 大 部 分 是 有 关‘ 三 农 ’
的，有家长里短、婆媳关系、美丽乡村
等内容。”陈高峰说，一年多来，他和段
浩浩发布了 400 余个短视频，其中一个
点击量超过 700 万次。截至目前，他的
粉丝有 400多万个。

2018 年 5 月，陈高峰和段浩浩在网
上 注 册 了 电 子 商 铺 ，把 种 植 、加 工 玉
米、红薯等农作物的所有环节拍摄制
作成短视频传到网上，开始销售特色

农产品。
当年 9 月，禹州市浅井镇政府为陈

高峰腾出两间办公室，配备了电脑、打
印机、货架等设备，并帮其成立了浅井
镇电商扶贫服务中心。

“我们中心实行系统化管理，可以
把整个镇的特色农产品集中起来，使
其走向全国各地，不仅增加了群众的
收入，而且为贫困户脱贫开辟了一条
新渠道。”当日，浅井镇综合文化站站
长宋文彬说，截至目前，浅井镇电商扶
贫服务中心共帮助贫困户销售小麦、
玉米、粉条、粉皮、粉子、焖子、花生、红
薯、腐竹、面皮等农产品 30 余万单，销
售额有 100多万元。

如今，像这样的电商扶贫服务机
构已遍布禹州市 526 个行政村。小米、
香油、粉条、腐竹……这些以前“藏在
深闺人未识”的土特产被销往全国各
地 ，使 众 多 贫 困 户 走 上 了 脱 贫 致 富
路。宋文彬说，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禹州市通过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拓
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实现了农民
增收。

【禹州】小夫妻卖土特产成“网红”

如今，互联网在农村发展得
非常迅速，头脑精明的农民搭上
互联网的“快车”，实现了脱贫致
富。那么，我市一些农村电商“网
红”是如何利用自媒体，把当地的
农产品卖向全国各地的呢？10月
7 日，记者来到禹州市和建安区，
对几名“网红”进行了采访。

□ 记者黄增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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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短视频“圈粉”数百万，看许昌本地“网红”咋卖农产品

土特产搭上“直播快车”俏销全国

称是“二牛”，程丽娜丈夫的昵称是“大
牛”，因此妯娌俩就在今日头条上注册
了名为“牛不啦”的账号。钱美鸽负责
拍摄，嫂子和婆婆负责上镜。

“农村婆婆玩儿媳的溜溜球……”
“ 婆 婆 做 芝 麻 叶 炒 肉 ，配 上 烙 馍 卷 着
吃。”“农村婆媳收辣椒，婆婆估算能装
十大包，儿媳抬杠装不了。”这些看似
土得掉渣的内容，却非常接地气，在网
上传播后受到不少人的喜爱。1 年多
时间，她们在今日头条上的粉丝有 400
多万个。

2018 年秋季，她们直播家乡辣椒
丰收，3 天卖出 5000 多公斤。同年年
底，她们直播乡村生活，3 天销售粉条
约 1.5 万公斤。2018 年，她们的销售收
入达到 100 万元。因此，钱美鸽被评为

“最美建安区人”，受到了建安区的表
彰。

钱 美 鸽 的 丈 夫 闫 二 伟 说 ，下 一
步，他们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 精 神 ，扩 大 辣 椒 种 植 面 积 ，并 规 划
草莓等农产品种植，带动周边村民共
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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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段浩浩展示真空包装的玉米。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