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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们好，欢迎来到‘大谷优选’电

商助农直播间。我是主播倩倩，现在给

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是我们寇店镇优

选品种种植的小米，它的特点是口感软

糯香甜……”

7 月 20 日上午，电商助农直播基

地，主播徐倩倩在手机屏幕前热情地推

介“寇店小米”。生动的文案、金灿灿的

小米，吸引众多网友下单购买。

而在千米之外的仓库里，十多名居

民正在分装小米。

徐倩倩是外地嫁到孙窑的媳妇。两

个月前，听说基地招人，她将两岁的孩子

撇给公婆，来到电商助农直播基地当起

了主播。

电商助农直播基地一路之隔就是龙

门机场。基地原是龙门机场的项目部驻

地，机场竣工后，上下两层各600平方米

的混凝土钢结构建筑被孙窑社区回购。

“这里设施齐全、布局合理、停车方

便，适合电商运营！”孙亚鹏说。考虑到前

期电商运营实际需求，社区将一楼对外出

租，二楼自用，作为电商助农直播基地。

4月中旬，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孙

窑社区成立了洛阳市田园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孙亚鹏兼任公司运营总监。该公

司采用“公司+合作社”模式，定位“电

商+直播”，以售卖“寇店小米”“马寨蜜

薯”为主，也兼营银条、蜂蜜、番茄等。

“起初，日销售只有寥寥几单。”看着

惨淡的业绩，孙亚鹏没有退缩，经过反复

推敲琢磨和带队外出学习，孙亚鹏为特

色农产品设计了精致包装并进行了网络

推广，坚持“品牌化”运营，推出了“大谷

优选”和“大谷臻选”品牌。

“徐倩倩刚来时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如今已经能够连续直播4个小时。工资

也由第一个月的2000多元涨到3500多

元。”孙亚鹏介绍说，电商助农直播基地

有3个直播间，5名主播和3名运营人员

都是“90后”。

目前，仅“寇店小米”一项，洛阳市田

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累计销售2.5万

斤。如今，该公司的销售额正稳步增加，

预计全年销售额达500万元，助力集体

经济增收30万元。

实际运营中，孙亚鹏还带领团队对

产品进行了优化改良，改大分量为小包

装、改真空塑料包装为瓶装，还开发含有

芝麻、花生等配料的“即食小米面”。

电商直播持续火爆，孙亚鹏又有了

新计划：动员居民扩大谷子种植面积；利

用荒山种植欧李，开发健康饮品；上架烤

冰薯、酸辣粉等。同时，发挥基地优势，

推进直播培训、主播孵化等，以电商产业

带动镇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助力

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曹相飞
通讯员 高爽 王中献

7月 16日凌晨，邓州媒体发布的

短视频《“职责所在！”》引起广泛关

注。泛红的眼睛、质朴的话语，短视频

的主人公感动了无数网友。不到三

天，这条短视频的浏览量已达47.5万。

短视频的主人公是刘集镇常务副

镇长魏海波，共产党员，32年党龄，退

役军人。

近日，邓州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

刘集镇位于刁河沿线，防汛形势严

峻。7月 14日，刘集镇各部门紧急行

动，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作为刘集镇主抓应急、消防、农

业、防汛等工作的副镇长，魏海波特别

忙碌。7月15日，忙到凌晨3：00，他回

到宿舍休息，其间仍不停有电话打进

来询问工作安排。6：00刚过，魏海波

就起床了。这一夜，他睡得并不安稳。

“去河堤看看。”魏海波和同事冒着

大雨一起去巡堤。他发现，每5分钟河

面上升约20厘米，部分河堤有水漫溢。

“加固加高河堤！”魏海波开始紧

急安排部署。他带领群众扛着沙袋往河堤运送，通过

堆砌沙袋等方式对漫溢部位进行封堵。

防汛工作刻不容缓。邓州市防汛指挥部紧急协

调消防、公安、应急、城管、水利等多个部门前来增援，

紧急转移群众。

水位不断升高，水开始向村庄漫溢，李谦桥村情

况严重。魏海波的心揪在了一起，一个电话接着一个

电话打出去，协调中巴车前来运送群众。终于，该村

30余户群众被成功转移出去。

“葛营村出现漫堤！”接到电话，魏海波马不停蹄

地赶往葛营村。

“村干部挨家挨户排查群众”“协调镇中心校，请

他们安排学校作为群众安置点”……刚一来到葛营

村，魏海波就针对村里情况做了部署。

暴雨中，全镇干群和各个职能部门一起，出动人

力机械，对漫堤部位进行封堵加固。同时，出动冲锋

艇、铲车，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

7月 15日下午5：00，全镇受灾的1060余名群众

全部转移完毕。部分群众被安置在镇第一初级中学、

第二初级中学等安置点，部分群众投靠亲友。

当天晚上，南阳市的水利专家到达刘集镇，魏海

波陪同专家前往河堤查看，当场制订了封堤方案，决

定先连夜修一条路到河堤，运送物料进行河堤加固。

魏海波与镇党委负责人马燕一起现场协调镇区

内所有石料厂紧急运输石料，并通过邓州市水利局协

调罗庄镇石料厂往刘集调配。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23：50。魏海波靠着一摞编

织袋坐下休息，结果头一挨着编织袋就睡着了。

魏海波的这一“最美睡姿”，正好被在一线采访的

当地媒体记者拍到。当被问及“为啥这么拼”，魏海波

回答“职责所在”！这时，他已坚持工作了32个小时，

中间断断续续睡了不到4个小时。

对睡了几分钟就成了“网红”这件事，魏海波感到

很意外：“不只是我，这次在防汛一线的干群都是这个

‘拼’的状态。”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刘铠

7月 14日，在鲁山县张店乡白庄村一处坡岭上，

一人多高的艾草显得格外茂盛，一台小型收获机正在

地里收割艾草。

“这里种的是杂交后的艾草新品种，特点是产量

高、艾味更浓、耐旱性更强。”鲁山县艾豪合作社负责

人李东明介绍说，“这个品种一年可以收割三茬，一亩

地总产量达9000多斤。合作社今年已经推广种植了

1000多亩。”

今年 45岁的李东明是名退役军人，早年在广东

东莞创业，2021年受张店乡党委、政府的邀请返乡创

业。“几年前，我接触到南阳一家艾草加工企业，了解

到艾草种植加工业前景不错，联想到老家山坡上到处

都是野生艾草，就决定干这行了。”李东明说。

李东明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把从南阳引进的

“南阳9号”高产艾草和本地抗旱性强的野生艾草进行

杂交，短短几年就培育出优质的二代杂交品种。今

年，他采取“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在白庄村发展

1000多亩，并带动附近的白象店、郭庄、王湾等村种

植600余亩。

据了解，在中国艾草主产区有“北汤阴、中鲁艾、

南蕲春”之说。“目前鲜艾叶已进入食品行业，可以作

为月饼馅料，南方还用于制作艾糍粑等。另外，艾草

的医疗保健作用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国人认可，所以

发展‘中鲁艾’前景广阔。”李东明说。

前两年，合作社的鲜艾草都卖给了南阳的客商。

今年，李东明打算自己购置提取艾草精油的设备，还

要发展艾绒提取产业。

“1000斤艾草能提取1斤精油，提取精油后的艾

草还能继续提取艾绒。提取艾绒后的艾草粉末行话

叫‘艾布’，可以做大牲畜的饲料添加剂，有祛湿排寒

的功效。合作社今后的目标是进行艾草深加工，取得

更多收益。”李东明说。

李东明的合作社今年还培育杂交新品种艾草幼

苗 500亩，秋收后即可再扩大艾草种植面积 3000亩

左右。

□本报记者 刘亚鑫 通讯员 邢丽凤 李娜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7月 18日，

正值暑假，可位于太行山深处的辉县

市南寨镇凤凰山村却传出琅琅的读

书声……

循声走近，只见一群孩子正在声情

并茂地朗读诗歌，对面则站着一个大男

孩儿，他就是“山河课堂”的发起人、省委

政研室驻凤凰山村工作队队员樊文翔。

樊文翔是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博

士、2023 年河南省定向选调生。去年

10月，他来到凤凰山村担任村支部书记

助理。

凤凰山村地处太行山深处，海拔较

高、位置偏远，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樊文

翔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总想发挥自己的

所长为村里做些实实在在的事。通过与

村“两委”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共同研究，

结合学生需求，他决定开办“山河课堂”

爱心暑托班，开设阅读、书法、象棋、篮

球、羽毛球、安全教育等课程。

“山河课堂”自6月23日开课，至今

已经持续开展了四周时间。虽然山上的

教学条件有限，但樊文翔总能想办法让

课程变得有趣起来。

“不会的字，我们先标上拼音，多读

几遍就熟悉了”“你们下五子棋比老师还

厉害，真棒”……课堂上，樊文翔总是耐

心地和孩子们沟通，常常给予孩子们肯

定和鼓励。没有专业的篮球场，他就在

水泥空地上教孩子们练习运球、投篮的

技巧，一起来一场小小的“抢球”比赛。

“山河课堂”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

也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家长们认

为，“山河课堂”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暑

假生活，也有效破解了山村家长焦虑的

暑假“看孩儿难”“教育难”等问题。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周银平

“村委会有人在直播！走，快去瞧瞧！”7月16日，

栾川县庙子镇杨树底村村民刘玉可，兴奋地呼喊着左

邻右舍。仲夏时节，在阳光与细雨交织的浪漫氛围

中，一场别开生面的助农直播正在杨树底村村委会

“热烈”上演。

7月 9日至 7月 16日，洛阳师范学院暑期“三下

乡”实践活动“数商青年，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走进该

校定点帮扶村——杨树底村。参加实践活动的16名

大学生，不仅帮助村民销售了兰花、玉米糁等，还开展

了义务支教活动。同时，他们还走进了该村的特色兰

花种植基地，了解相关产业发展情况。

“家人们，这玉米糁是咱们杨树底村自然生长玉

米，采用石磨碾磨而成，咱们这边平均海拔800米以

上，玉米一年只能种一茬，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

保证了咱们的玉米糁口感更香甜有嚼劲！”在该村村

委会，大学生们发挥专业特长进行助农直播。

“没想到，我们村的玉米有这么多优点！”在一旁

观看直播的张大婶感慨地说，“如果我们村的这些玉

米和加工后的玉米糁都能在网上销售，那我们的收入

肯定能增加不少。”

据了解，参加实践活动的大学生们，先后在杨树

底村进行了四场直播，吸引了超过5000名粉丝观看，

在为当地玉米做宣传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他们还将通过调研，对杨树底村农产品的

电商销售模式形成可行性报告，进一步帮助该村农产

品提升知名度和销售量。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张鸿雨

7月 12日凌晨 5：30，冯增会就起床了。打开门

看到在下雨，他套上长筒雨鞋，快步向村东的红薯地

走去。

冯增会今年 53岁，是郏县白庙乡白庙村人。他

当过兵，退役后开过饭店，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与红

薯结下了不解之缘。目前，他种了400多亩红薯，是

当地有名的“红薯大王”。

“以前种红薯，都是自己留种繁育薯苗，种出的红

薯口感不好、产量不高、卖相也差，当然收益也低。近

年来，通过引进科研院校的脱毒原原种薯苗进行扩

繁，种出了好红薯。”冯增会说，通过出售薯苗，他的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谈及红薯产业，冯增会滔滔不绝：“今年，我繁育

的薯苗大约栽了3万亩，客户遍布舞钢市、汝州市、叶

县、宝丰县和许昌市襄城县。我们建有微信群，什么

时节咋管理，我就在群里告诉大家，遇到解决不了的

难题，就请教专家教授。”

还没走到红薯地，冯增会遇到了该村另一个种红

薯的大户张金全。“增会，我昨天下午拿尺子量了，大

部分秧子都快 70厘米了，一会儿你帮忙看看能不能

掐尖。”张金全问道。

“中，现在就去。不过，这几天雨水大，掐尖不利

于红薯伤口愈合。”冯增会答道。

张金全今年42岁，之前在外地经商，2022年秋返

乡流转土地。通过了解，他去年秋季跟着冯增会种了

180 亩红薯。“去年，我种红薯和小麦，亩收入达到

5100元，比在外打工强多了。”说话间，张金全开心得

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近年来，在冯增会的带领下，白庙乡红薯种植面

积约1万亩，很多经营主体都申请了商标，并且延长了

产业链条，生产淀粉、粉条等，比单纯卖红薯亩均多收

入2000元左右。

北大博士山村带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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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出生的孙亚鹏，2015 年考

上大学，其间一直担任学生会干部。

2018年大学毕业后，孙亚鹏赴深圳

“寻梦”，就职于一家提供智慧停车服务

的上市公司。

伊滨区在洛阳是个特殊的存在。孙

亚鹏还未出生时，伊滨的钢质家具就已

闻名全国。发展最强劲的当数庞村镇，

已成为总产值160亿元的产业集群。

近年来，伊滨钢质家具的销售模式，

由传统的上门推销转为线上展销，全国

1000多家钢质家具电商中伊滨占九成。

看到身边不少同龄人通过网络销售

钢质家具，2019年年初，孙亚鹏回到伊

滨，也参与其中。

有想法、能干事、会“折腾”的孙亚

鹏，凭借多年积累的电商销售经验与资

源，把网络销售钢质家具生意做得有声

有色。

2020年孙窑社区换届，孙亚鹏成了

最年轻的一名社区干部，分管农业、团委

等工作。

孙窑社区有 4个居民小组 1100余

口人，1200余亩耕地。

“区位优势明显，文化厚重，土壤富

硒，是个风水宝地！”孙振库介绍起孙窑

社区毫不谦虚，“社区位于万安山下，距

北魏水泉石窟和五龙峡景区3公里，距

大谷关4公里，也是我省即将投用的第

六个机场——龙门机场的所在地。”

“此外，社区还与著名的富硒小米——

‘伊川小米’的主产地伊川县吕店镇接

壤。”孙亚鹏接过话茬补充道，社区目前有

富硒谷子500余亩，整个寇店镇则超过

3000亩。

“‘寇店小米’与‘伊川小米’品质不相

上下，但名气、销售却逊色不少。”孙窑社

区党支部书记孙振库说，亚鹏等年轻人的

回归，激活了孙窑农产品的“流量密码”！

7月21日，在滑县白道口镇杨店村绿丰生态园林果基地，放飞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放带领社员为订单客户采摘鲜桃，丰收的喜悦
写在脸上。返乡创业的退伍军人高放，在广袤的黄河故道上开辟出新“战场”，大力发展林果种植业。他通过引进名优特新果树品种，以“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吸纳当地农民入股经营，采取立体间作套种模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成效显著。 毕兴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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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红薯田 多挣两千元
——看冯增会如何实现红薯生产增值

“咱们的玉米糁
香甜有嚼劲”

7月21日，在尉氏县邢庄乡尹庄村特色农业种植园，
村民正在采摘葡萄准备外销。近年来，邢庄乡结合市场
需求，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因地制宜发展高产、高效、优质的特色农业，拓宽农民
的致富路。 李新义 摄

16名来自洛阳师范学院的大学
生，暑假期间走进杨树底村进行助农
直播，帮助村民销售兰花、玉米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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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越来越多青年人，在乡村
创新创业、施展才华，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孙窑社区新农人孙
亚鹏就是其中一位。

组建电商团队、打造自主品牌、抖音直播带货，3个月销
售小米2.5万斤……这是孙亚鹏上半年的成绩单！

新农人孙亚鹏新农人孙亚鹏激活农产品的激活农产品的““流量密码流量密码””

主播卖主播卖特产特产 流量变销量流量变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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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鹏在查看店铺后台数据孙亚鹏在查看店铺后台数据

为了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他坚守防汛一
线，连续奋战 32个小
时，累得靠在一摞编织
袋上“秒睡”

一株野生艾 激发新动能
——看李东明如何破解艾草增收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