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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融合发挥短视频直播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李青梅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61）

摘要：随着党的二十大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农产

品电商以短视频直播带货作为“新农活”得到了迅猛发展，通过

网络更好地销售乡村的特色农产品，增加了乡村地区的经济收入，

目前成为经济热点之一。做精做好短视频直播已成为乡村振兴的

有效途径，针对当前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中存在的人才缺乏、质

量问题、物流监管、行业管理混乱和品牌营销意识差等现实问题，

实行校政村企联合，产学研融合增强农村电商短视频直播的人才

培育，健全配套冷链设施，规范农村电商短视频直播过程，挖掘

各地资源建设农村电商品牌等策略，应用数智化助力乡村振兴，

优化农产品电商短视频直播营销，做大做强特色短视频直播，建

设美丽乡村，提升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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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发展格局下乡村的振兴战略

科技引领，数智兴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加大卓越“新农人”人才教

育培养力度，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与科技普及、数字及智能

化工具等新技术、新业态发展。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建设的重大战略，是粮食生产稳字当头的经济复苏，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

乡村振兴是包括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各方面

的全面振兴，其中产业兴旺是目前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前提。重

点依托优势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特色的种植养殖

林果业等，综合景观、美食、娱乐、健康优化生态资源，积极发

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乡村产业才有发展前景，农民

才有就业和创业机会，才能更好地发展电商助农，建设最美乡村。

二、“短视频 + 直播”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机遇

在党的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农技类、

科普创作者涌入抖音、快手等平台，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传播农技

知识。通过 2022 年 7 月发布的《抖音农技知识数据报告》显示，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农业技术方面万粉创作者年增长率

为 66.85%，种植、养殖、农业机械方面的内容投稿量年增长率为

50.4%，抖音的农技内容播放量平均每天高达 10 亿次。过去一年

中，通过抖音电商实现农资转化的创作者就超过了 10 万名。抖音

与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共同推出的“新农人计划 2022·来抖音

学农技”，为“兴农人”打造了农技视频知识库。抖音将从农广

校引进 1500+ 农技专业人员及相关农技培训存量课程，与农广校

共同培育和扶持更多优质的专业农技创作者，并与抖音电商打通，

助力农民提高农业生产技能，实现增产增收。通过短视频直播助

力农业技术和发展传播，培养有效的人才队伍、为乡村振兴战略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发展现代化农业建设美丽乡村。

三、短视频直播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在农科院做了 37 年科研的李文娟从老百姓的“米袋子”到“菜

篮子”再讲到最新发展的农业技术，返乡的 90 后大学生用废弃的

玉米杆种植菌菇，她希望农村的年轻人可以回到家乡，用自己学

到的知识闯出一片天；抖音用户周昌南分享农业知识就是采用了

抖音短视频的方式，将从前用大喇叭广播的科普知识做成短视频，

既能够与农民随时交流技术，又可以快速广泛地推广技术方案，

知识改变农业通过短视频落到了实地，短视频直播切实走进了乡

村产业振兴，走进了千家万户。

（一）短视频直播的优势

针对农产品的区域性、季节性和时效性特征，短视频和直播

能够通过画面展示发挥看得见优势，仿佛用户亲临现场，拉近了

消费者与农产品的距离，为乡村资源和城市及各地市场实现跨时

空的信息匹配，解决各地农产品在销售中信息滞后和信息不对称

等问题，从而降低了用户信息获取和市场交易的成本，为藏在深

山缺乏售卖渠道的山区农产品打通销路。此外，还把一些革命老

区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健康营养的农产品向城市消费者展示出来，

帮助革命老区发展出具有高附加值的小众农业，不仅帮助群众快

速增加收入，还打造了红色旅游区，传承优良的革命情怀，激发

老区的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

通过短视频直播广泛展示和宣传绿色的生态资源，如画的美

景和世人惊叹的非遗手艺，实现经济文化的有机融合。有助于进

一步做强做大“电商 + 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例如北京市门头

沟区妙峰山镇充分利用现代数智化技术，通过短视频直播方式将

红色资源挖掘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打造和推广了妙峰山镇地域

文化品牌，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学习和传承红色文化、实现了富民、

强民壮大经济的共赢局面。

（二）短视频直播成为“新农具”

在深入学习总书记到福建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后，永安市新

锐捷文化有限公司积极配合青水畲族乡挖掘本地产品，设立抖音

官方账号“青水畲族乡”借助线上直播促销，打造区域公共品牌“青

水印象”，月均直播近 60 场，进行常态化直播与本地风土人情的

短视频推介。一个月创造农产品直播带货销售额达 130 余万元的

新高，打造了乡村短视频近 500 条，播放量破 5000 万，收获粉丝

7 万多，点赞 60 万。增进了消费者对畲族乡的地域认知、品牌认

同和消费认购，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激

发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举行的“中国绿都 乐购三明” 暨集时有

你来去永安启动仪式上，青水畲族乡通过直播青水畲乡特色的古

建筑讲解、文艺表演和直播带货活动，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好评和

热情回应，青水畲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钟家富，人大主席唐名

茂更是化身直播达人，通过产品展示、竹竿舞表演，让消费者直观、

全面了解青水畲族乡产品的具体情况和风土人情，大力助推青水

畲族乡产品和文化走出青水发扬光大。兴农人把短视频直播当成

新农活，为实现最美乡村增添了新动力。

（三）短视频直播与乡村振兴结合的关键点在乡村产业

短视频直播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对“电商 + 旅游”实现农

旅融合的新经济模式中有非常重要助力作用，电商带动农产品线

上销售，旅游带动农产品线下销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数

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51 亿人，其中直

播用户规模达 7.16 亿，占网民整体的 68.1%，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9.62

亿，占网民整体的 91.5%。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县域可以通过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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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直播内容为当地抢占流量资源，抖音通过“三农自媒体”认证

将平台内的相关资源整合起来，使短视频和直播成为机构和个人

传播农技知识的新农具，适应了农民在田间地头、工作间隙随时

随地学习的需要，有利于农业技术知识的整合传播，在抖音平台

分享菌菇种植技术的王静就是农村电商的实践者之一，新疆布尔

津禾木村的话题浏览超过 2.8 亿次。通过短视频走红后，当地大

力发展餐饮、住宿、马拉爬犁等特色产业，吸引了众多旅游爱好

者的光顾。

四、“短视频 + 直播”助农要做到“五味俱全”

短视频直播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易于接受和喜欢的传播方式，

近年来在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滞销和发展乡村旅游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是助农短视频、直播质量良莠不齐，须调动多方主

体积极建构和充分挖掘乡村文化的优质创作元素，用“五味俱全”

打造更有品质、更具特色和烟火气的短视频直播精品，充分发挥

新媒体赋能乡村振兴的优势。

土味—抹不去的乡愁。无论置身繁华闹市、乡野陋巷，美丽

的家乡、儿时的玩伴、妈妈的味道已是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牵挂，

助农短视频、直播以有温度的镜头真实记录乡村充满诗意的自然

风光，勾起人们对家乡的记忆，产生无尽的情感连接。所以助农

短视频应以“土味”为基调，客观真实地记录和传播农村自然风光、

风土人情、生产劳作，只有内容主题、言语谈吐符合农民的身份

及生活习惯，符合农村的生产生活场景，才能具有生命力、传播

力和感染力。

美味—止不住的口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理念

的转变，绿色农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作为助农致富的短

视频、直播，要尊重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器官感受，展示绿色农产

品的健康、营养、美味。用镜头客观记录农产品的生产、加工、

贮存、运输、流通和使用过程，真实展示农产品的绿色无污染，

让人们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运用技术手段展示农产品的细节与

味道鲜美的感觉。可以借用权威机构的鉴定报告客观真实地加以

展示，切忌夸大其词、虚假宣传。

情味—温度的交流。短视频、直播通过视听效果输出的不只

是知识、产品和享受，更多的是价值传递、自我认同和情感交流，

提升了用户的消费体验。短视频、直播的高互动、高转化的特点，

大大缩短了传统的营销链路。从用户体验和消费者心理需求角度，

用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画面吸引观众的眼，

留住听众的耳，用带温度、带烟火气、带人情味的特色农产品和

乡村生活气息温暖每一个消费者的心，让助农短视频、直播扎根

于农村生产生活，厚植于乡土文化，从而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与

关注。

趣味—文化的享受。受到用户追捧助农短视频、直播是内容

和电商的结合，用户在观看短视频直播带货、乡村旅游、生活体

验的同时，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更加真实、有趣、高互动的内容，

所以在文案设计、视频编辑、图案展示等方面要下足功夫，选取“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鲜活事件，塑造真正“可尝、可看、

可闻、可品”的好作品，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去体会并展现乡

土生活。

智味—赋能科技。加大助农短视频、直播产业链、创业链与

人才链的结合，校政村企合作加大知识技能创新及大数据、智能

软件 Ai 与无人机等技术的应用，优化数智化“新农人”技能，为

直播兴农的环境营造提供全方位的科技支持。

五、解决短视频直播助力乡村振兴的瓶颈

目前，我国关于农业技术和发展传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短视频、直播如何助力最美乡村建设，实现人才、文化、生态和

组织振兴，仍有不少瓶颈亟待思考和解决。

一是人才缺乏，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青年进

城务工，导致农村出现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状况，农村农业发

展和短视频直播生产及运营人才严重不足，短视频制作和直播的

主播素质良莠不齐，内容总体质量不高，且跟风模仿导致同质化

现象严重，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且缺少专业人士对传播内容的指

导和把关，部分主播专业知识和直播技能不足等，难以发挥短视

频直播对优质产品及信息传播的最大影响力。

二是品牌缺乏，在短视频和直播中农产品没有品牌的情况，

不能给消费者形成深刻的记忆，没有品牌意识，很难带动大量的

复购；而且有些在短视频直播中销售的农产品与消费者买到手的

产品差距较大或出现各种问题，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力，且部分

个人销售的农产品缺乏售后服务环节的管理渠道，消费者的问题

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降低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复购率，而且短

视频直播平台对农副产品、食品等检验检疫、审核管理的不到位，

有较大的安全隐患，对短视频直播中农产品诸多环节的管理和规

范形式仍需不断探索和完善。

六、数智化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动美丽乡村的建设，2022 年 6 月，农业

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发布《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乡村振兴带

头人培育“先锋计划”2022 年度工作方案》，以 72 个县为先行推

进数字技术应用的转化、如农业产业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等，

突出需求导向和双向匹配，聚焦县域农村发展实际需求，经过长

期合作、集中培训和线上学习，实践转化为一县一策，打造通俗

易懂的优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类学习资源库；培养具有数智化创

新思维能力和服务乡村及农业产业的乡村振兴带头人，结合高科

技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数智化高效率的发展。如抖音与农广校联

合打造的“农技视频知识库”，江苏财会职业学院商学院联合京

东产业学院，产学研结合，校政村企携手搭建良好的短视频与直

播平台，依托高校人才双创、文化挖掘和地区资源等优势，实现

资源联用、发展联促，提升连云港的乡村海鲜、大米、果蔬等优

质农作物的知名度与销售力度，助力乡村振兴全面发展，也为学

生实践提供了优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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