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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上午，汝阳县委常委、副
县长常涌涛走进网络直播间，化身品牌代
言人，与主播李权龙一起直播推介——

“叫卖”汝阳特产。常涌涛来到网络直播
间，为关注直播的粉丝们派发福利，以网
络直播的形式向全国粉丝推介红里红
薯、香菇、粉条、十八盘乡冰墨葡萄等汝
阳特产。短短两小时，在线观众达 6710
人，获得2万多个点赞。随后，他还与主
播前往十八盘乡斜纹村的冰墨葡萄种植
专业合作社、香菇大棚等地，让粉丝真正
了解汝阳的特色农产品。

此次网络直播活动是该县将电子商
务与农产品上行结合的再一次尝试。

打造淘宝示范村
今年 9 月，汝阳县农民丰收节暨红

薯电子商务营销大赛启动仪式在刘店
镇红里村举行，共有来自河南科技大学
21 个学院的 100 支队伍 1343 人次通过
最终审核进入比赛环节。大赛主要采
用“农户+交易平台+销售团队”的合作
经营模式，通过淘宝和微信两大平台，
采用新媒体群推广、软文推广、网络直
播和线下推广 4 种营销模式，对红里红
薯开展电商营销推广。大赛进行一个
月，共销售红薯 2000 多单，销售额近 5

万元，进一步提高了红里红薯的产品知
名度。

该活动在促进学生营销技能提升的
同时，创新了电商营销模式，打造微商营
销、网络直播等形式，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推动现代服务体系建设，为红薯产业上行
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为做大做强
红薯产业提供人才支撑。

“今年，村里有40余户群众自发种植
了400余亩红薯，1 月，我们正式与郑州
巴奴火锅签订了 100 吨的红薯购销协
议，11 月以来，已经供货 24 吨，剩余的
将分批运走。”河科大派驻红里村的第
一书记曹高洋介绍红薯销售情况时无比
喜悦。

2018 年 9 月，红里村成立了村集体
企业——汝阳县惠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打造了以薯类、谷物、水果、蔬菜、食用菌、
花卉苗木种植和销售及鸡蛋销售等为主
的企业化运作模式。今年8月，红里村在
淘宝网建立“红里人家”企业商铺，打造独
有的品牌。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规范种植、科
学种植，以河科大技术为后盾，种出更加
优质的红薯，让红里红薯走出河南，走向
全国，把红里村打造为淘宝示范村。”曹高
洋对未来的规划充满信心。

农村电商快速发展
近年，汝阳县高度重视特色农产品产

业发展工作，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先后
认证了“汝阳红薯”“汝阳香菇”“汝阳甪里
艾”“汝阳杜仲”“汝阳花生”5个农产品地
理标志，汝阳县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产品总数位居全省第一；认定了42个无
公害农产品，8 个绿色食品，“三品一标”
农产品种植面积达52万亩；特色产业稳
步发展，种植蔬菜达到 3 万亩、红薯 10
万亩、花生 7 万亩，以及谷子和杂粮 4 万
亩，发展袋料香菇种植6000万袋。该县
自 2017 年成功申报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以来，农村电子商务得
到快速发展，已建成县级公共运营服务
中心 1 个，县级快递物流配送中心 1 个，
各类乡村电商服务站点160多个；培育了
包含红薯等10个电商品牌在内的“山水
汝阳”公共品牌，电商培训8000多人次，
电商助力农业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态势
日益显现。

线上销售助脱贫
汝阳县是传统的农业小县，近年，随

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汝阳县委、县政府依
据产业优势，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引导鼓

励农民开展红薯特色种植。仅2018年红
薯总产量就突破 1.5 亿公斤，产值达 1.2
亿元。2019 年，已完成红薯种植 10 万
亩，预计红薯总产量突破 2.6 亿公斤，产
值达 2.3 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储
销、加工于一体的产业体系，是豫西最大
的红薯保鲜和加工基地。目前，全县已有
3 万余农户参与红薯产业，5000 余户贫
困户通过红薯产业脱贫。如今，汝阳红薯
这一特色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的支柱产业。

据了解，该县刘店镇沙坪村薯旺公司
打造的汝阳黄河巨龙发现地、汝阳红薯地
理标志和绿色食品“双标加一品”品牌，在
京东成为网红产品，日销1000余单。该
县仅洛阳恒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一家，就
可实现在网上销售水果、鸡蛋、真空包装
鸡、变蛋等多个产品，截至目前销售额达
80万元。

随着汝阳县特色农业的不断发展，
农户手中将有大量高品质的农产品，而
电子商务可在提升客户体验的前提下，
帮助农户打开线上销售渠道，解决困扰
农户的“卖难”问题，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走出农产品上行新道路，助力全县脱贫
攻坚。

（吴会菊 范晓丹 康红军）

县领导走进网络直播间“叫卖”汝阳特产

电子商务让特色农产品卖得更好

初冬时节，汝阳县王坪乡两河村红
彤彤的柿子漫山遍野，村民们采摘着成
熟的柿子，展露出丰收的笑容。

两河村是仅有 295 户的深度贫困
村，从2017年5月至今，该县农商银行与
该村结对帮扶后，结合山区实际，因地制
宜、积极引导，扶持该村在种植香菇、天
麻、猪苓并发展养鸽业的同时，还鼓励家
家户户将柿子晾晒成柿饼进行销售。又
甜又香的柿饼深受城乡居民的喜爱，也
成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新门路。

康红军 摄

柿子红 柿饼甜

返乡创业正当时。近年，越来越多的身影投入返
乡创业的队伍中，家住汝阳县内埠镇马坡村的孟召山
就是其中一员。

“以前在外打工，啥活儿都干过，也挣不了多少
钱。后来跟着别人干水产，感觉收益不错，市场需求也
大，就想跟着学学。学了6年，掌握了些技术，听说县
里有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我年龄也大了，不想
在外漂泊，就决定回家创业。”孟召山介绍说。

2015年，47岁的孟召山毅然决定返回家乡，创办
了召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专业养殖甲鱼。

养甲鱼对水质、土质都有着严格要求。经专业部门
检测，孟召山最终选中了几十亩适合甲鱼养殖的土地，并
打了两口200余米深的深水井，开始了养甲鱼之路。

“第一年试着养了3池，前后投资了好几百万，经
过一年多的时间，第一批甲鱼顺利上市。经过这两年
的探索，养殖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整个养殖基地可以集
产蛋、孵化、幼甲鱼的养殖于一体，自给自足。目前规模
已扩展至7个池塘，面积85亩，市场供不应求，收入非
常可观。”孟召山介绍，“3000斤新鲜活鱼打成泥，加上
玉米粉、小麦面粉按比例调配，可供7个池塘的甲鱼吃
上一天。一年时间，除了甲鱼冬眠，前后要喂上四五个月。”

孟召山每天早上 5 点起床、晚上 12 点睡觉，早晚
各围绕池塘巡视一个小时，看见不正常的甲鱼要仔细
检查，不管是感染还是肠胃病，都要及时进行隔离，减
少伤亡。时间长了，孟召山俨然成了一个技术专家。

然而，事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今年3月，孟
召山的事业经历了巨大打击，几十吨优质甲鱼运到客
户手中却未收到货款，让整个合作社的运营面临风险。

险被压倒的孟召山偶然间看到的一句话让他重拾
信心。“‘专业就是财富’，这句话对我影响太大了，当时
已经觉得没有活路了，一抬头就看见这句话，我就想养
甲鱼是我的专业，我有专业我还怕啥。”就这样，孟召山
回到了养殖基地，坐在地上思考下一步路如何走。那
时正好有一个顾客要买甲鱼，又不知怎么处理，让孟召
山帮忙做成熟食。这一做，打开了另一条财路。

“甲鱼的吃法太单一，人们常食用的方法就是炖
汤，我在想为什么不能卤制呢，这甲鱼浑身都是宝，营
养价值特别高，卤成熟食更方便大家食用。”后来，越来
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孟召山又投资建立了食品车间，集
甲鱼屠宰、卤制、杀菌、包装于一体，创立了自己的品
牌，让整个企业起死回生。

“我 75 岁了，来这主要负责宰杀甲鱼，每天有 50
块工钱，活儿也不重。”家住马坡村的刘大爷说。同样
在这里上班的还有七八个人。

“下一步，我准备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进来，开展规
模化养殖，免费提供技术，带动他们增收致富。”孟召山
对未来充满信心。 （张翼鸽 刘晴 范晓丹）

从养甲鱼到卤甲鱼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孟召山返乡创业养甲鱼，
建起车间扩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