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薯”你好 “黄寨蜜薯”成爆款
记者 田亚楠

������ “最近总是找不到好
吃的红薯 ，你们有推荐
的吗 ？ ”9 月 25 日，助
农助企粉丝微信群

里的一条消息，让团
队 又 一 次 行 动 起

来。 秉持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的理念 ，
团队迅速踏上寻找

优质红薯之路。
我市作为红薯种植

大市，优质红薯在各县（市、
区）都有种植。其中，“黄寨大嫂”种
植的“黄寨蜜薯”引起了助农助企
团队的注意， 这款红薯曾多次被
媒体报道， 其优良的品质早已名
声在外。

走进商水县黄寨镇，近万亩红
薯已开始收获，“黄寨大嫂”们忙碌
的身影成为田地里亮丽的风景 。
团队成员将红薯样品带回， 用空
气炸锅烤制。 烤熟后的蜜薯外皮
酥脆，内里软糯香甜，翻沙流油，带
有独特的焦糖风味，吃了让人回味
无穷。

“就是它了。 ”团队立即订购
250 公斤“黄寨蜜薯”。 随后，助农
助企团队开启忙碌的宣传策划工

作， 精心制作视频和宣传海
报，并在粉丝微信群里进
行预热，全力宣传和销
售 “黄寨蜜薯 ”，取得
显著成效 ， 第一批
250 公斤红薯仅 2 天
便销售一空。

“我吃了几十年
的红薯， 你们卖的是
唯一让我吃了不烧心

的红薯。 ”“红薯还有吗，
我想给父母买点。 ”一时间，

红薯好评不断，订单纷至沓来。 口
口相传的口碑效应，使得“黄寨蜜
薯”的销量持续攀升，众多客户纷
纷回购，形成了稳定的消费群体。
目前，助农助企团队每周销售“黄
寨蜜薯”500 公斤以上。

“我们的产品被选中，是你们
对我们的认可。 ”看着络绎不绝的
采购车，黄寨镇曹楼行政村党支部
书记苑海涛高兴地说，“你们围绕
我们的产品，整合媒体资源，形成
推广合力，帮我们打开销路，为我
们乡村全面振兴和地方经济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支持。 ”②15
上图：助农助企团队成员在搬

运红薯。

政府部门 +媒体 助农助企“有一招”
记者 邱一帆

������11 月 22 日上午 10 时许，周口市市场监管局
与周口日报社联合成立的周口助农助企团队终

于将准备好的阿克苏冰糖心苹果、 铁棍山药、蜜
薯等产品归置好 ，开始在微信群里发消息 ，通知
客户领取。 不一会儿，客户纷至沓来。

晚上 7 时左右，430 箱阿克苏苹果已销售 294
箱。 这已是助农助企团队第二次帮助远在新疆包
地的周口老乡销售滞销的阿克苏冰糖心苹果。

尽管天很晚了，可是对于助农助企团队成员
来说， 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 他们还要选品、盘
点，为第二天的销售做准备。 “我们上架的产品都
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为了帮助农户和企业破解产
品滞销难题 ，也为了给市民提供新鲜 、健康的土
特产。 ”团队负责人王慕晨谈起助农助企团队成
立的初衷时说。

今年 5 月 16 日， 西华县一果农种植的小吊
瓜滞销，他向周口日报社求助。 王慕晨了解情况
后，立即和同事前往西华县 ，通过直播帮助该果
农卖货。这次直播卖出小吊瓜 1500 多公斤，果农
收入近万元 ， 周口晚报微信公众号也收获粉丝
500 多人。

周口是农业大市，党报记者如何为乡村振兴
添砖加瓦 ， 是周口日报社新闻人一直思考的问
题。 经过这次直播，周口日报社决定成立专业的
团队，进行直播带货助农。

说干就干！ 直播团队是现成的———抖音视频

工作室成员个个都是专业的；产品也有了———不

少农户和企业打来求助电话 ， 要求帮其销售产
品；目标客户也有了———周口晚报微信公众号拥

有 170 万粉丝。 周口日报社发挥主流媒体优势 ，

延伸服务链条 ，开展助农助企行动 ，还不是手拿
把掐？！

但是， 现实和理想总有差距。 一场场直播下
来，团队感受到助农的不易。 “我们的团队只有 10
个人，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需要开品鉴会、选品、
写脚本、做推广、发货……每一项工作都要仔细认
真。 ” 王慕晨说，“由于我们卖的大多是新鲜农产
品，快递运输过程中容易出现水分流失、破损等问
题。为了给市民提供良好的购物体验，我们决定稳
扎稳打，先服务好中心城区，利用微信群提供实时
服务，让客户自己就近提取所购产品。 ”

助农助企团队在周口晚报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推广农产品，将网络粉丝转化为线下客户。 “我
们在微信公众号和团购微信群发布团购信息，设
立了提货点，客户可自行提货。 ”团队成员王笑含
介绍道。

将阵地转移到了线下后，助农助企工作“如鱼
得水”。截至目前，助农助企团队举行助农助企直播
52 场，发布助农助企视频、文章等 100 多条（篇），
建立助农助企微信群 21 个，设立提货点 9 个，帮助
42 户（个）果农、企业实现收益 60 余万元。

“这才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媒体！ ”“我深
深感受到了周口日报社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坚
定了我从事农业的决心。 ”……助农助企团队为
农户和企业解了燃眉之急，热度节节攀升。

周口助农助企行动，不仅破解了农产品销售
难题 ， 而且是周口市媒体融合发展的里程碑 。
“接下来 ， 我们将上线微信小程序和官方 APP，
更好地收集农户和企业的求助信息 ， 更好地服
务客户。 我们也要努力拓宽销售渠道，与周口的
企事业单位加强联系 ，为乡村振兴助威加油 。 ”
王慕晨说。 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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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广广袤袤的的周周口口大大地地上上，， 每每一一次次
丰丰收收都都承承载载着着农农民民的的希希望望与与梦梦想想。。
然然而而，，自自然然灾灾害害、、市市场场信信息息不不对对称称等等
因因素素，，时时常常让让这这份份希希望望蒙蒙上上阴阴影影。。为为
了了帮帮助助辛辛勤勤耕耕耘耘的的农农民民朋朋友友，，周周口口
日日报报社社联联合合周周口口市市市市场场监监管管局局，，共共
同同开开展展““周周口口助助农农助助企企行行动动””，，旨旨在在
搭搭建建起起一一座座连连接接城城市市与与乡乡村村、、生生产产
与与市市场场的的桥桥梁梁。。

在在接接下下来来的的报报道道中中，， 周周口口助助农农
助助企企团团队队将将专专注注于于服服务务，，充充分分发发挥挥
党党媒媒资资源源优优势势，，借借助助视视频频、、海海报报、、图图
文文等等多多元元化化的的融融媒媒体体传传播播手手段段，，全全
力力开开展展宣宣传传报报道道工工作作，，大大力力拓拓展展传传
播播广广度度与与深深度度，，积积极极拓拓宽宽农农产产品品销销
售售路路径径，，助助力力企企业业品品牌牌推推广广与与资资源源
对对接接，，有有效效提提升升农农产产品品的的销销售售额额、、知知
名名度度与与美美誉誉度度。。

每每一一分分关关注注都都是是对对农农民民辛辛勤勤
付付出出的的最最好好回回应应，，每每一一次次行行动动都都能能
为为乡乡村村振振兴兴贡贡献献一一份份力力量量。。 周周口口助助
农农助助企企团团队队将将凝凝聚聚社社会会各各界界的的力力
量量，，共共同同为为助助农农事事业业添添砖砖加加瓦瓦，，让让乡乡
村村振振兴兴的的美美好好愿愿景景在在这这片片土土地地上上
加加速速实实现现。。

媒体也是乡村振兴的一支生力军
田亚楠

�������自今年 5 月开始， 周口市市场监管局和周口
日报社联合成立的周口助农助企团队， 积极开展
公益助农助企行动，为农产品打开销路。这一行动
不仅展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与公益精神， 还有力
助推了乡村振兴。

媒体公益助农行动的首要意义在于切实解决
农户面临的农产品销售难题。在广大农村地区，尽
管农产品丰富多样、 品质优良， 但因地理位置偏
远、 信息不畅、 销售渠道有限等因素， 往往出现
“丰产不丰收” 的困境。 周口日报社发挥自身在信
息传播、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优势，将优质农产品精
准推送给消费者， 让农户辛勤耕耘的成果得以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为乡村产业的持续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其次， 媒体能够在城乡之间构建起一座交流
的桥梁。城市居民通过媒体的宣传，深入了解农产
品背后的故事， 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认知与对农民
辛苦的共情， 让他们在购买农产品时多了一份对

“三农”的关怀与支持。 而农户也在与媒体的互动
合作中，接收到城市的消费需求与温暖回应，增强
与外界沟通联系的信心。 这种城乡互动的良性循
环，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让乡村与城
市在共融共享中实现共同繁荣。

此外，媒体这支生力军，在乡村振兴中还可以
有更大的作为。 比如，利用其多元化的传播渠道，
挖掘人文资源，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宣传乡村振兴
的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乡村创业就业；报道
乡村发展的成功案例和典型经验， 推动形成城乡
融合发展新格局……媒体作为乡村振兴的宣传
者、政策的解读者、故事的讲述者、成效的见证者，
发挥应有的作用， 能够为乡村振兴以及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新引擎、新动能。

推进乡村振兴需多方协同形成合力， 媒体具
有天然的资源聚合能力， 通过实现乡村振兴各资
源要素的有机整合， 产生 1+1＞2 的融合效应，必
将加快乡村振兴的步伐。 ②15

媒体助力 苑庄冬桃香飘四方
记者 田亚楠

������俗话说 “一日三桃 ，容颜
不老”。 每年 10 月中下旬，当
寒风渐起 ， 冬桃便以其独特
的甘甜和丰富的营养 ， 赢得
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10 月初 ， 周口助农助企
团队在商水县黄寨镇曹楼行

政村考察 “黄寨蜜薯 ”时 ，被
隔壁苑庄村一片生机勃勃的

冬桃林吸引 。 碧绿的桃叶之
间 ， 一个个套袋的冬桃沉甸甸
地挂满枝头 。 种植户苑长增热
情地介绍道 ， 这些富硒冬桃生
长周期长达 200 多天，口感甘甜
爽口 。 说着 ，苑长增撕开套袋 ，
掰开一个冬桃 ， 果肉呈现出娇
艳的玫瑰红色，令人垂涎欲滴。

这一“偶遇”，让冬桃在周口
助农助企团队心里“种草”。 团队
成员深知冬桃的市场潜力， 早在
一个月前，就有多名粉丝留言，表
示希望能吃到正宗的富硒冬桃。

在冬桃大量上市之际，团队
成员多方考察后 ， 最终选定苑
庄村种植的冬桃 。 助农助企团
队为冬桃量身制订宣传方案 ，

制作宣传海报 ，撰写推文 ，拍摄宣
传视频 。 这些宣传举措如同强劲
的东风 ，吹来了大量订单 ，仅仅 2
天，300 公斤冬桃就销售一空 。 同
时 ， 苑长增的桃林也迎来大量顾
客，冬桃销售一片火热。

“有了你们的宣传 ，这才 1 个
月的时间 ， 我的冬桃就卖的差不
多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1 月
20 日， 苑长增对助农助企团队表
示感谢 。 “每年这个时候 ，我都为
冬桃销售而焦虑 ， 今年在你们的
帮助下 ，冬桃销售打开了新局面 ，
也开辟了线上销售渠道 ， 让我看
到了冬桃种植的广阔前景。 ”苑长
增说。 ②15

为 4 万公斤苹果破滞销困局
记者 田亚楠

������近日， 周口助农助企团队接
到了一位果农的求助。 求助人马
新华是郸城县秋渠乡人，20 年前
他和妻子去新疆包地， 在阿克苏
地区温宿县种植苹果。 今年苹果
丰收，但销路成了问题，眼看着苹
果成熟，还有 4 万公斤没有销路，
他非常着急。

助农助企团队立即视频连线

马新华确认信息。 阿克苏冰糖心
苹果皮薄肉厚、味甜汁多，被称为
新疆的 “水果皇后”。 收到寄来的
苹果样品， 鉴定其品质和口感确
如其名， 助农助企团队当即订货
500 箱，约 2500 公斤；随后策划宣
传方案、撰写推文、制作视频和海
报，并主动联系运输车辆。

11 月 4 日， 周口晚报微信公
众号推文， 开始销售阿克苏冰糖
心苹果 ，每箱 （5 公斤 ）售价 39.9
元。 助农助企团队全员化身推销
员， 发动亲朋好友购买。 11 月 7
日，500 箱苹果运抵周口， 当天卖
出 400 箱，剩余的苹果也在 2 天内
卖完。

“口感好，是正宗的冰糖心苹
果 。 ” “复购多次 ， 已推荐给朋

友。 ” ……众多好评激发了销售
潜力 ，漯河 、驻马店 ，甚至北京 、
甘肃等地的人也线上下单 。 500
箱苹果卖完后 ，助农助企团队又
订购 1000 箱。

市场的大门一旦打开， 订单
便源源不断。 自助农助企团队帮
忙宣传以来 ，广东 、安徽 、江西等
地的批发商陆续联系马新华。

“你们是真的助农， 太感谢
了。 ”11 月 14 日， 马新华致电周
口日报社，表达谢意。马新华告诉
记者，目前苹果已所剩不多。 “你
们的帮助让我有了继续种下去的

信心 。 我希望明年还和你们合
作。 ”②15

截截至至目目前前

举举行行助助农农助助企企直直播播 5522场场

发发布布视视频频、、文文章章等等 110000 多多条条（（篇篇））

建建立立助助农农助助企企微微信信群群 2211个个

设设立立提提货货点点 99个个

帮帮助助果果农农、、企企业业实实现现收收益益 6600余余万万元元

助农助企团队成员在直播卖货。

助农助企团队成员在打包桃子。

助农助企团队成员在准备中秋大礼包。

助农助企团队成员在搬运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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