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市场 XINSHICHANG8
网址：www.nmgsb.com.cn编辑 欣然 版式罗万玲

XINWENFENXI新闻分析

2020.7.28

结束了 21 年的北漂生活，小镇

青年杨经挺回到福州永泰洑口一头

扎进“蜂群”里，开始创业。回到小镇，

他想为生长于此的土地和土地上的

人们创造新的价值。而回到小镇的青

年不仅成功创业，也给当地带来新变

化。未来，随着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杨经挺们认为，小镇也能装得下梦

想。

“老杨家在北京的大儿子回来啦！”

2018 年春节，杨经挺返乡，成了

福州永泰洑口乡家家户户年夜饭上

讨论的新鲜事。可在杨经挺看来，在

小镇街头，比他返乡更新鲜的事儿多

了去了。从拼多多、快手、哔哩哔哩农

村包围城市，挂进小镇里的宣传标

语；到孩子们玩的平衡车、平板电脑。

他说，他在小镇里看到的改变，足以

让他做出“逃离北上广”的决定。

返乡，创出“甜蜜之路”
7 月 20 日上午 7点，和妻子打过

招呼，杨经挺就带着工具上了面包

车。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开了 20 分

钟，在紫山的山脚下，终于看见了一

排排摆放整齐的蜂箱，这便是杨经挺

2018 年后在洑口乡建起的蜂场。

“蜂群现在要准备度夏了，不用

添加新的巢脾。”让蜜蜂休息一段时

间是他未来一个多月要干的活儿。

蜜蜂可以休息，但杨经挺不能，

他还在不断学习养蜂技术。“刚开始，

我也弄不清蜜蜂为什么会飞走、为什

么不去采蜜……”在杨经挺的手臂

上，留下了不少蜜蜂叮咬的痕迹，他

笑说，“这就是学习养蜂的结业证

书。”回到洑口第二年，他收获了 750

公斤蜂蜜，“小杨家”的蜂蜜名声也很

快在乡间流传开来。

在洑口同样能看到蜂群飞舞的

还有最偏远的梅村，贫困户陈振添的

家就在这里。2018年，陈振添在杨经

挺的劝说下，半信半疑养殖了 15 群

蜜蜂，不到半年就收获了 100 公斤的

冬蜜，赚到了 1万元。今年春天，他又

收了 250 公斤蜂蜜，由杨经挺负责销

售，预计还将多赚 2万多元。

现在洑口乡，老乡们没有一个不

认识杨经挺。大家除了知道他是“北

漂”回来的返乡青年，还知道他是有

着 300多群蜜蜂的老板。通过在镇政

府开设养蜂培训班、收购销售本地土

特产，他带着全乡 23 户贫困户在紫

山 20 公里的山道两旁布设蜂箱，要

把这条崎岖的山路打造成乡村旅游

的“甜蜜之路”。

现在，除了忙着管理蜂群和指导

当地养蜂户，其余时间杨经挺都在跑

展会、拓销路。这几天，他给车后箱安

上了灯串，装进了百花蜜、巢蜜等农

产品，参加商圈周末的“潮玩市集”，

把来自洑口的土特产端到了“城里

人”的餐桌上。

“下一步还计划做一个生态休闲

农场，发展养殖和种植，努力跟上乡

村旅游发展的脚步。”杨经挺告诉记

者。

手机流量
比在北京用得还要多
坐在一个两米宽的注塑机器前，

把机筒、喷嘴和成型模具加热升温，

注射熔料，等待原料塑化，开模取出

成品……2010 年，在北京房山的一

家注塑工厂里，这是杨经挺每天从早

上 8 点半一直重复到晚上 6 点的动

作。

从北京回到洑口，在城市里每天

熬夜的习惯没有因为返乡而改变，只

是熬夜的地点从工厂里的车间换到

了大山里的蜂场。

在城市里周末家庭日的传统并

没有因为留在了小镇而取消，只是玩

耍的方式从去商圈超市里逛吃变成

了去大山露营、到溪里捞鱼。

在城市里网购、刷短视频的爱好

也没有因为小镇山高路远而与世隔

绝。在线音乐、网络 K歌、手机游戏、

游戏直播……只要网络信号不减弱，

杨经挺每月在洑口用的手机流量比

在北京用得还要多。

从近两年消费数据来看，小镇青

年在消费方面的表现一直抢眼。腾讯

2019 小镇新青年研究报告显示，小镇

新青年月均线上购物开销为 1293

元，占超四成的月均总支出；2019 年

小镇青年发展报告显示，和 3 年前比

起来，小镇青年更敢花，消费性支出

提高了近 60%。

专家指出，小镇青年的收入水平

虽然没有大城市青年高，但他们的生

活成本相对较低。伴随着收入增加、

互联网技术发展、交通物流等基础设

施日益完善，这个主要来自县级市、

县城及部分乡镇的庞大群体正展现

着巨大的消费活力和潜力。

有人说小镇生活一眼就能看得

到头，但在杨经挺看来，小镇青年们

已经从城市的追逐者变成了被迎合

者，有了网络的加持，小镇时光也可

以五彩斑斓、可盼可期。

“小镇也装得下梦想”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

中，小镇青年成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

重要一环，他们期待自己的所盼所想

得到更多关注与回应。

有人笑杨经挺又成了农民，也有

人说他当上了老板，但他依旧觉得自

己是个工人。“农民工也好，小镇青年

也罢，大家习惯了以出身、地理位置

为标尺，为每个人挂上标签。”在杨经

挺眼中，在小镇里他用在车间里学到

的标准化管理体系来打理蜂场，他用

在城市里养成的生活习惯来充实小

镇时光。即便是在小镇里，他也依然

保持着和城市上班族一样快节奏的

生活频率，承担着车贷、商贷的压力，

也保持着对新鲜事物和美好生活的

热忱。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运营管理

好现在的公司、探索更多新鲜的领

域，是我对自己的期待。”杨经挺说，

他希望未来洑口能够通过更具吸引

力的人才政策、福利政策等，吸引更

多和自己一样的小镇青年在这片土

地上干事创业、实现梦想。

“过去一段时间，小镇青年离开

家乡去大城市发展是主流、是大势，

但近年来出生在三四五线城市和县

城的青年选择在家乡创业、就业

的比例不断提升，这与我国大力

发展县域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的

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中国社科

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

说，“未来要实现县域经济的持续

健康发展，各县域就要花力气抓

住小镇青年的心。”

“小镇也可以装得下大城市的梦

想。”杨经挺说，“喝着咖啡，刷着网，

养着蜂，我要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

‘农民工’！”

据《工人日报》

“直播带货”绝对是今年最热的“风

口”，明星、主持人、企业家纷纷走入直播

大厅，变身带货主播，加入直播带货大

军。

在抖音直播平台上，你不仅会看到

互联网“流量”罗永浩等红人，陈赫、王祖

蓝等大家喜爱的明星，还有更多的直播

从业者并没有顶着耀眼的光环，但却被

大家亲切地称为“直播带货达人”。

像抖音红人呗呗兔，从一个普通的

美妆销售，摇身变成拥有一千万粉丝的

头部直播达人。她和大多数女人一样，平

常就喜爱研究化妆、穿搭，一直努力地生

活，卖过进口汽车，开过小龙虾馆子，却

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现在炙手可热的

网红。

而排在今年“618 直播带货榜单”第

一的于子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妥妥

的一名科班出身的演员，心中对艺术充

满热忱，期盼着自己可以光芒四射。处处

碰壁的他，转战过房地产，开过餐厅，但

梦想从未消失，他就想干出一番大事，如

今抖音让他“做到了”。

在抖音直播平台上你还会看到，带

给大家快乐的“天津一家人”、传播正能

量的“衣哥”、时尚辣妈“韩国大路路”、专

业形象顾问“子安”、创意达人“黑脸”，他

们都是不起眼的普通人，而抖音让他们

大放异彩。

1 内容才是一切的开始

其实，他们接触抖音纯属偶然。

呗呗兔说，生孩子以后，觉得自己丑

了很多，因而对于如何变美非常感兴趣，

格外留意发饰、化妆之类的东西，慢慢地

也就有了很多心得。

那时抖音刚开始流行，她很喜欢与

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就试着发一些简

单的短视频，比如画一个眼妆，或做一个

发型，再配上音乐，但并没有受到太多人

关注。

虽然如此，她觉得这是件很有意思

的事，也非常喜欢这样的玩法，就一直

坚持着，只要有时间，就录个短视频；

同时也会琢磨自己视频与热门视频

的差距，不断改进，并注重把自己的

经历和生活融入到视频中，产出更多新

的内容。

一次偶然机会，呗呗兔旅游，她看到

优美的风景，心情特别好，就拍了一段短

视频，说出自己的感受。短短视频发出去

十几分钟观看次数就达到了几十万，瞬

间就上了热门视频，增长了很多粉丝。

呗呗兔再回头总结来看，那个视频

能火并不是偶然，是之前长期积累的结

果。她说，只要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粉

丝，让粉丝看到你的用心，看到你的真

诚，一定会有收获。

“天津一家人”里金刚是个摄像师，

没想到通过抖音记录下他与金刚嫂、刚

爸、刚妈之间发生的有趣家庭故事，受到

很多人的喜爱。“看到天津一家人，我一

天的烦恼全消除了。”这是他的粉丝最常

说的一句话。

还有一直乐于助人的衣哥，将自己

的亲身经历，拍摄成很多励志故事；从事

时尚技能培训的子安，把自己娴熟的穿

搭知识要点传递给大家，他们的努力，那

些生动的画面，无时无刻不在打动着粉

丝。

通过抖音的短视频，他们更迅速地

被大众了解和熟知，并且在粉丝心目中

树立了不错的形象。但他们可能并不知

道，他们与粉丝之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在不经意间埋下的一颗种子，未来却能

成为参天大树。

2 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说短视频是让大家认识你的窗

口，那么直播就是彼此交心的桥梁。抖音

开始有直播时，于子蛟立马抓住机会。他

笃定直播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他刚开始做直播就与粉丝纯聊天，

聊心得、聊生活。他与粉丝是无话不谈的

知心朋友。于子蛟说，他的直播间经常像

一个“谈心节目”，粉丝们无论遇到什么

困难，都来找他诉苦，他也尽可能地帮助

粉丝。“有一次粉丝说他的腿摔伤了，我

立马就去医院看他。”

直播让他与粉丝之间的感情更深，

很快拥有很多铁粉。粉丝们非常信任他，

经常问他这个东西能不能买，那个商品

好不好，让他推荐一些产品。他就尝试着

发一些链接，或者上架一些商品。

于子蛟介绍第一次带货时，效果完

全出乎自己的意料。他选择了自己熟知

的品牌，一套价格适中的护肤品，直播刚

上架，就一抢而空了。后来他也选择一些

高档产品，例如手机、名牌包包等，每次

都能卖出几十件。

被问到为什么刚直播带货，无论是

大众商品，还是客单价高的商品，销量都

能如此之好，“一方面是之前的短视频和

直播，积累的粉丝信任，已经在粉丝心中

有很高的认可度，再向粉丝介绍商品特

点时，转化率就特别高。”于子蛟说，“另

一方面还是产品的质量保障和价格优

势，带动了粉丝回购的热情。”

产品质量保障可以说是每一位直播

带货达人的必备功课。带给大家欢乐的

“天津一家人”开始做直播带货时，有些

粉丝并不接受。但是他的高质量、高性价

比的产品，还是得到了粉丝们的认可。

有一件事让“天津一家人”印象特别

深刻。那次直播他推荐了一款珍珠粉，价

格比“双十一”、“618”等购物节都便宜，

粉丝都不太敢相信是真的。

粉丝买回后，收到货欣喜若狂，纷纷

给他留言：正品，很好用，非常惊喜。粉丝

感觉好用之后，还会再找“天津一家人”。

现在，“天津一家人”直播间里，粉丝们总

是吵着让他带货。

得到粉丝的鼓励，“天津一家人”更

加动力十足，他决心一定要给粉丝最好

的。他对选品方面非常用心，一定选择大

品牌，而且要亲自去品牌商实地反复考

察，而且拿到样品后，还要经过刚嫂反复

试用，只有效果非常好，才推荐给粉丝。

说到产品挑选，“天津一家人”非常

感谢抖音平台。刚开始不知道选什么产

品，是抖音平台帮他对接优质的品牌商，

帮他压低价格，手把手教他如何挑选适

合的产品。

达人们都格外珍惜粉丝对他们的

“信任”。衣哥还专门成立了质检部门和

选品部门，要进行三次品牌商的实地考

察，初查、洽谈和出样复检，有一套完善

和复杂的选品流程，还提供完善的售后

服务，让粉丝们更加放心。

3 平台花式助力“达人”营造轻松娱

乐购物体验

现在“达人”们每场直播高峰时都有

几十万人观看，有时候单场流水就能达

到千万元级别，他们也因此成为各大商

家品牌争相合作的对象。

但是万事开头难，于子蛟回想起他

直播带货的路程很是感慨，“刚开始时，

我就是一个直播带货小白，多亏了抖音

平台告诉我要如何运营，并且给予很多

技术支持，比如增加直播特效等。有时直

播前，还会帮我宣传预热，增添很多人

气。”

他认为抖音在流量引导方面做得非

常好，对每个人的流量支持也都是公平

的。尤其是抖音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会给更多宣传和曝光度。于子蛟说：“每

次抖音举行活动，我都会积极响应，争取

一些广告位和展台，更加增加人气。”

在刚刚结束的抖音“717 奇妙好物市

集”活动中，平台为扶植中小达人还设立

了无门槛报名，投入亿级流量曝光和数

百万 dou+奖励，来激发普通主播和新晋

主播的带货积极性。

于子蛟说，这次活动特别好，云集了

各类达人，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切磋，相互

学习和竞争，激励我们更快地成长。

随着直播带货大潮涌起，各类形式

的直播带货层出不穷。于子蛟认为，未来

大家追求的是更加娱乐化的购物体验，

而非被动式的购物方式。

他说，大家更喜欢像逛商场式的购

物方式，先逛一逛好玩的、有意思的，娱

乐一下，动心了再购物，买好了再逛一会

儿，这样可以长时间留在“商城”里，消费

黏性也会更强。

在子安的直播间里，你不会看到要

买衣服、买化妆品的姐姐们，你只会看到

一群坐等子安老师授课的迷妹们。子安

告诉她的粉丝，什么样的肤质、身材比例

适合什么产品，这个季节、不同场合应如

何搭配服饰。粉丝们在了解这些要点后，

会对号入座，再进行消费决策。

可以说，抖音平台造就了很多“达

人”，“达人”也成就了抖音。可能很多人

觉得达人们直播带货后，休息少了，也牺

牲了很多与家人的陪伴，有点不值当。他

们却告诉大家，虽然很累，但非常开心。

衣哥现在已经成为他们当地政府的

禁毒形象大使和扶贫助农达人。他告诉

大家，他能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做更多有

意义的事，回馈于社会，非常开心和自

豪。

他们对未来的直播带货事业也做了

一系列规划。“天津一家人”继续坚持为

大家带来更多娱乐性的视频，同时不断

扩大自己团队，为粉丝们带来更多优质

的产品。衣哥则希望在供应链方面做得

更好更完善，与更多的品牌商、工厂展开

合作，让自己的品控能力更强。

直播带货达人已经成为新经济的

“宠儿”，他们的故事还在上演，未来会更

加精彩。

据《新京报》

“希望通过精细化管理和丰富农事经验，能够和人工

智能一决高下。”7月 20日清晨，全国劳动模范纪荣喜早早

起床，收拾行囊从江苏镇江赶往云南昆明参加“顶尖农人

VS人工智能”的草莓种植比赛。

7 月 22 日，拼多多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第一届

“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决赛在云南昆明正式启动，经过激烈

角逐进入决赛的 4支 AI 队伍，和来自中国草莓种植强县

的 4支顶尖农人队伍齐聚，54位选手将开展为期 120 余天

的高原草莓“人机”种植竞赛，将“劳模经验”与“人工智能”

相结合，探索出更加本土化的数字农业解决方案。

“这次比赛的初衷，在于探索将国际最前沿的数字农业

科技做本地化应用，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与经

验，并在中国各大农业产区落地。”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龚

元石说，数字农业、智慧农业是农业发展的必然之路，希望

参赛选手能够为小农户对接新科技、走向大市场，探索出一

条新道路。

120 天竞赛，劳模与AI 同台探索
自第一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启动招募开始，共吸引

了全球超过 17 支 AI 队伍、超过 108 人参与报名。经过激

烈的初赛答辩及评审，最终 AiCU、智多莓、NJAI.莓、Cy-

berFarmer.HortiGraph 四支 AI 队伍进入决赛。

与他们一起较量的，还有 4组来自中国草莓种植大县

的全国劳动模范、人大代表等顶尖农人高手：纪荣喜劳模工

作队、圣野浆果富民队、艳九天巾帼队、神农小队。

7 月 20日，国家高原云果产业园的大赛基地中，各比

赛队伍成员已早早抵达，与来自赛事支持单位云南农业科

学院的草莓专家阮继伟博士一起，准备决赛前的草莓苗定

植等工作。

来自艳九天巾帼队的孙郁晴，生于 1996 年，是一名

“莓二代”，刚刚拿到美国东北大学研究生奖学金。植保专业

的孙郁晴倾向于继续学习农业经济学和计算机。她认为，未

来一定要把农业和AI 结合起来，至少要先全面数据化。

在旁边温棚准备的两位队长，全国劳模纪荣喜和辽宁

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马廷东，也过来帮忙。他们对于 90后

的新农人充满期待，“大学生念书多懂技术，还能脚踏实地

干活，搞农业还是有希望的。”

对于农人队伍中的 90 后们，马廷东希望，通过高规格

比赛，能够历练更多年轻的草莓种植农人，帮助整个草莓产

业更快速的发展，提高竞争力。

AI 是农业的未来趋势
60 后与 90 后两代农人，通过“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凝

聚在一起，而他们与 AI 队伍，也存在着诸多理念相通之

处。

“在实际农业生产中，只要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的小

问题，对于品质和产量就会有很大提升。”智多莓队队长、建

智科技首席专家程飚说，他们队伍的成员们曾在怒江大峡

谷等“三区三州”地区，给村民提供草莓种植的科技支撑。

这支来自云南本土的技术强队，分别由中科院自动化

所、昆明农科院、云南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的专家和工程师

们组成。在这次比赛中，他们计划将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应

用在草莓生长上，这项技术此前被公安、化工领域成熟应

用。

程飚介绍，原理在于将光谱变化同植株生长、病虫害对

应，并通过 15项环境参数、7项作物参数，建立起一套草莓

PCSE生长模型，并由AI自动作出种植策略判断。

“用算法训练机器的同时，也希望可以训练农人，让其

灵活掌握应用这套技术，让农民变成技术工人，能够对草莓

生长节点和模型对应，进而提升整个云南草莓的商品化率

和附加值。”程飚说。

对于 AI 组的整体策略，顶尖农人们则有不一样的看

法。

“就目前技术水准来看，人工智能大规模取代农民尚需

时间。”马廷东说，人可以根据不同环境立马调整，机器未

必，数据积累需要更长时间，并且智慧农业及设施农业的投

资回报率并不高。他判断，AI 是农业的未来趋势，但还需要

很远的路要走。

纪荣喜则认为，农业生产中的人工智能应用是必然趋

势。他在镇江的实验大棚里，也加装了补光、补温、温湿度传

感器，以及水肥一体化设备。“我 60岁可能就不种草莓了，

将来谁来种？怎么种？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人工智

能能学习到几十年的种植经验，那是最好不过。”

“卖得好”也要“种得好”
这次决赛中，各支队伍种出的草莓，将经历严格的评

估：产量及品质、投入产出比、算法及种植策略的先进性等。

“多多农研科技大赛”组委会负责人兰克介绍，其中的

关键，在于利用能源及农资最少，种出草莓品质产品最优。

这也给AI队伍提出了考验。

NJAI.莓队长、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倪军认为，利用多样

性传感器及作物生长感知技术，可以有效减少化肥、农药用

量，提升产量和品质。此前其团队已在大田粮食作物生产中

的氮肥管理领域有成功经验。

“采用新技术的种植策略，肥料利用率可达到 50%以

上。”倪军表示，经过实地测算，一亩田省水 70%、省肥 50%

左右，相当于每亩地节约了 350 元，而且还能省下 400 元

的劳动成本。

如何让人工智能、机器人学习到顶尖农人们的种植经

验，进而优化生产管理过程，也是科学家们在这次决赛中关

心的问题。

这些全球青年科学家及国内顶尖农人的众多策略和思

考，对于主办方拼多多来说，也是一次深远的探索。

据新华网

喝着咖啡，刷着网，养着蜂小镇青年重新定义“农民工”

直播带货爆火的背后：
平台、主播、用户的相互成就

“AI+ 劳模”
探索数字农业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