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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妹心宝”：我为乡亲卖货忙 6 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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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姐”7 分 11 秒；“唐局长助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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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作 
编品 

过简 
程介 
︶ 

    《乡村带货王》是湖南卫视午间新闻推出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特别

报道。疫情期间，农产品卖难成了脱贫攻坚路上的新问题。新鲜的力量

带来了新的生机。农民主播群体既了解农产品，又了解农村，成为了脱

贫攻坚的新生力量。节目共 10 集，聚焦新兴的农村主播群体，记录他们

以手机为载体，以田野为舞台，通过直播卖农货的方式，助力脱贫攻坚

的故事。 

为了拍摄出最真实的农村主播生活，10 组记者选择在酷暑或严寒的

季节拍摄，跟着主播上山下河，拍摄主播直播带货，用自己的汗水记录

了农民主播的汗水，这 10 期节目是从泥土里扎扎实实成长出来的片子。

节目也展示了湖南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的成果，让观众看到了农民走

向小康生活的努力。 

 

 



 

全传 
媒播 
体实 
效 

《乡村带货王》在湖南卫视首播，网络版在芒果 TV 推出。节目播出后，

当地政府和老百姓都进行了集体收看和网络转发。节目中的网红主播知

名度越来越高，在全国各地的乡村振兴活动中参与度越来越强。 

社 
会 
效 
果 

   每期节目播出时，电视屏幕上都挂了扶贫农产品销售二维码，观众可

以扫码下单助力脱贫，也搭起一座消费扶贫的桥梁。播出之后，我们回

访拍摄地关注节目后续进展，农村主播的粉丝多了，农产品更好卖了，

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新的农民主播。 

︵ 
初推 
评荐 
评理 
语由 
︶ 

《乡村带货王》通过农民主播群体的故事，展现脱贫攻坚中的新气象。

节目角度新颖，立意独特，文案清新，画面精致，故事趣味性强，是脱

贫攻坚报道中的优秀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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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妹心宝”：我为乡亲卖

货忙 

专

新闻

专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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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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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湖 南

卫 视

午 间

新 闻 

代

代 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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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子哥”莫文华：直播卖

江永夏橙 

新闻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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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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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卫 视

午 间

新 闻 

 

3 
永顺松柏镇：这里有支“网

红扶贫队” 

新闻

专题 

6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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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 

12 时 16分 

湖 南

卫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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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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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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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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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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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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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视

午 间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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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野红姐：娄底农产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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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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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

12 时 16分 

湖 南

卫 视

午 间

新 闻 

代 表

作 

9 
湘北曾姨：桃江主播卖“下

饭菜” 

新闻

专题 

7分24

秒 

12 月 29日 

12 时 12分 

湖 南

卫 视

午 间

新 闻 

 

10 
“唐局长助农”：我为汝城

农产品代言 

新闻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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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卫 视

午 间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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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妹心宝”：我为乡亲卖货忙》  

【导语】 

    从今天开始，本栏目推出决战决胜系列报道《乡村带货王》，关

注农村的主播群体。这些农村主播，以手机为载体，以田野为舞台，

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助力脱贫攻坚。今天首期节目的主人公，是来自娄

底新化县的女孩心宝，她用手机直播带货的方式，去年带动的村里以

及新化县的农产品销售额超 600 万元。 

【正文】 

【实况】心宝 vlog  

    我，心宝，90 后，新化人。在山间乡野，果园稻田，到处都是

直播间。我现在的主业，是帮老乡带货。腐乳、鱼仔、外婆菜，山货

都成了香饽饽，卖得很不错，今年也要继续加油啦。 

【实况】娄底新化县农村主播 心宝 

   大家好，我是心宝，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配音】 

    24 岁的女孩心宝，在各平台有粉丝 200 多万。她一场直播，能

卖掉上万件新化农产品。 

【实况】娄底新化县农村主播 心宝 

    倒计时，三二一，开始秒杀付款。 

【配音】 

    心宝做农村主播纯属偶然，做直播前，她一直在广东打工。去年

回家过年时，表哥随手拍了一段她在家里做农活的视频，传到了网上，



 

没想到引来了不少的关注。 

【同期】心宝表哥 杨博 

    插秧、耕田、犁地这样的视频，在农村人看来是非常平常的一件

事情，但是对于有些网友来说他特别感兴趣。 

【配音】 

    以此为开端，心宝索性留在老家，办起了自媒体。视频的主要内

容，就是新化老家的农村生活。她和表哥几乎走遍了新化所有的村庄，

大山深处，野果野菜，都让网友倍感新鲜。 

【实况】娄底新化县农村主播 心宝 

    我们这边叫“臭灵丹”，朋友们，你们那边叫什么？可以在评论

区留言告诉我。 

【配音】 

    在新化老家，至今还保留着每两天赶次集的传统，这种农村市集，

过去几乎是节日一般地存在，但现在来赶集的大多是老年人。线上的

粉丝对赶集很感兴趣，线下的乡亲对拿着手机到处转悠的心宝也很好

奇。 

【同期】娄底新化县农村主播 心宝 

    人家不知道直播，在那里讲什么，就看到我在那里自言自语，他

们也会说你这个东西能在网上买吗？网上怎么付钱？网上安全不？

种种的猜测。 

【配音】 

    不只是乡亲们不理解，父母一开始对心宝也有怨言。看着村子里



 

其他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挣钱，心宝却一天到晚带着手机到处乱跑，

父母就经常念叨她，甚至说她是“不务正业”。 

【同期】娄底新欢县农村主播 心宝 

    他们都是特别不理解的。尤其是短期内我们看不到效果，也没有

卖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这样干嘛呀，养活自己都养不了，还不如

出去打个工。 

【配音】 

    但是渐渐地， 心宝的粉丝越来越多，视频的播放量也稳步提升，

随之而来的直播带货，更是给家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心宝父母

的态度也在慢慢转变。甚至连心宝 78 岁的奶奶，也和她一起，拍起

了抖音。 

【实况】 

     心宝和父亲、奶奶跳舞的视频。 

【实况】娄底新欢县农村主播心宝 

     现在那边总共是养了多少只驴？ 

【配音】 

   心宝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开始有企业找上门，请她帮忙带货。

新化天门乡的驴子养在海拔 1000 多米的山上，吃的是山上的鲜草，

不喂饲料，驴肉味道鲜美，但苦于没有销路，当地的扶贫养殖厂找到

心宝，想跟她合作。 

【同期】娄底新欢县农村主播 心宝 

   其实这些扶贫工厂销售渠道是比较单一的，但是他们又迫切地想



 

多卖一些产品出去。如果我能来直接帮助这些扶贫工厂，那也是间接

地帮助了村民们。 

【配音】 

    白溪腐乳是新化县主推的扶贫农产品，心宝一场直播可以卖出

50 多万元的腐乳。供货的腐乳加工厂一直处于加班加点的状态。工

厂生意好了，扩招工人，帮助不少贫困户解决了就业问题。 

【同期】新化富溪老手工食品厂员工 庚彩虹 

    生意越来越好了，每个月能拿三四千块钱。 

【同期】新化富溪老手工食品厂厂长 陈善良 

    心宝一场直播的带货量，相当于我们最近整个月的销售额。 

【实况】娄底新化县农村主播 心宝 

     这么多鱼，赶紧倒进来，叔叔你们俩过来看一下，这个时候我

们怎么拍，因为你是刚捞出来的鱼，那我们要把这个鱼活蹦乱跳的样

子给拍起出来。 

【配音】 

     自己直播带货的同时，心宝有时候还会接受扶贫队的邀请，手

把手教贫困户拍摄短视频，推销自家农产品。 

【实况】欢迎你们来我们水口村游玩 

【配音】 

     水口村地处新化县城和三联峒景区之间，借助地理优势准备搞

乡村游，扶贫队就请来了心宝来传经送宝。 

【实况】姐妹们，我们一起说，我们在水口村等你，预备，起，我们



 

在水口村等你。 

【同期】新化县维山乡水口村扶贫队长曾德明 

     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强跟心宝的合作，通过网络直播，来宣传我

们村，带动我们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配音】 

     现在，心宝已经把自己的网名“村野发现”和“湘妹心宝”注

册为商标，成立了一个有七八个人的团队。新化县政府也邀请他们免

租金入驻了新化县电子商务产业园。 

【同期】娄底市新化县商务粮食局党组书记杨利勤 

    引导像心宝这样的新媒体达人，让新媒体真正服务到基层的农民。 

【配音】 

目前，新化县已经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在新

化县电子商务产业园产业园，聚集了十多家专注三农题材的新媒体公

司。新化县还在今年提出 100 位网红主播培养计划，计划用农村电商

的扶贫模式，带动全县已经脱贫的 204 个贫困村，迎接更加红火的好

日子。  

 

《湘野红姐：娄底农产品“带货一姐”》 

【导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乡村带货王》，继续关注农民

主播群体。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来自娄底涟源的主播“湘野红姐”，

她从 2019 年开始，用手机售卖家乡特色农产品，去年销售额超过 500

万元，是娄底名副其实的“带货一姐”。 



 

【正文】 

【配音】 

    12 月底，湘中一带的大山里，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 5 度，龚红

玉挽着竹筐走进田野，今天她要制作一条挖魔芋的短视频。 

【实况】娄底农村主播 龚红玉 

    大雪节气以后，我们山上都结冰了，今天到地里来挖魔芋，做一

个小时候经常吃的魔芋干。 

【配音】 

    魔芋跟萝卜一样，果实长在泥土里，挖起来费时费力。挖了一个

小时，龚红玉才挖满一竹筐。将魔芋清洗干净，在擂钵里把它磨成泥，

沉淀一天之后煮熟，冷冻成蜂窝状后切成薄片，香辣魔芋干就制作完

毕了。这样的小吃，现在龚红玉能做 300 多道。 

【同期】娄底农村主播 龚红玉 

    原来我对网红的理解可能是要擅长聊天，要幽默，我发现那些我

优点我全部都没有，我只能“呆搞子搞”。 

【配音】 

    “呆搞子搞”是湖南方言，大概意思是不怕困难，勇敢挑战。当

主播前，龚红玉在长沙做媒体工作，因为拍摄过很多农村题材，他就

和干摄像的弟弟一起回到娄底老家创业。本来她以为，当主播和干媒

体一样，都是做视频，但事实并非如此。 

【同期】娄底农村主播 龚红玉 

    短视频的话，现在 3 秒钟一个爆点，就是你的视频 3 秒钟真的没



 

抓住人就没人看了。 

【配音】 

    在抖音上开通账号 4 个月，龚红玉还只有 3 万多粉丝。拿着手机

整天在村里转悠，村民很不理解，龚红玉的爸爸也对女儿颇有怨言。 

【实况】差不多了 你们该睡觉了 电费要钱的 

【实况】奶奶 帮我一起来削红薯 

【配音】 

    一个偶然的机会，龚红玉发了一期和奶奶做红薯干的视频，点击

量超过 10 万。由此出发，龚红玉迅速调整了账号定位，她要做一个

乡村美食主播，介绍真实的乡村生活。她把自己的名字，也从文艺范

儿的“肆时湘味”，改成了现在很接地气的“湘野红姐”。 

【同期】农民主播 龚红玉 

    我们乡村也有美丽的田园，有淳朴的民风。我想要大家看到的是

一个全面的真实的我们中国的农村。 

【配音】 

    做乡村美食，龚红玉身边有现成的老师，那就是她的奶奶。小时

候家里条件不好，奶奶会用有限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乡野美食，夏

天腌泡菜，冬天腌肉，每年光腌菜就能做出 30 多种。 

【同期】龚红玉弟弟 龚红权 

    酱腌菜这些东西，是我们童年记忆里面的美食，我们拍一个作品，

有时候最耗时的可能半个月，最短的也要两三天。 

【配音】 



 

    原生态的乡村美食，为龚红玉逐步积累了人气，她开始尝试为家

乡农产品带货。现在她的账号上销量最多的，就是这种腌萝卜。邬辣

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涟源最大的休闲食品生产厂家，龚红玉主动

找上门，把她收购的村民的萝卜干按照企业级的标准加工包装。现在

她每周能卖出 1 万包萝卜干。 

【同期】湖南邬辣妈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 廖抗 

    红姐作为返乡的知识青年，她有强烈的三农意识和想把我们涟源

市有特色的产品农产品推销出去。  

【实况】龚红玉做直播 

      这个无论是直接用来下饭拌面，或者是用来做剁椒鱼头。 

【配音】  

    直播灯下的龚红玉，如今能面对手机滔滔不绝地推介娄底家乡的

土特产，但刚开始的时候，她一次最多能直播两个小时，甚至不敢看

镜头，只能靠不停地喝水缓解尴尬。 

【同期】农民主播 龚红玉 

    进来的人给我点个关注，喜欢我的给我点点赞这样子，把这几句

话来来回回在那里重复，我弟还在那里笑话我说你直播别的没什么，

你光水你都喝了几桶了。 

【配音】 

    如今，龚红玉重点选择了 10 款家乡产品做直播带货，为了保证

质量，每一款产品她都认真找了一家工厂代工。单单今年 “双十一”，

她就直播销售 100 多万元，全镇的红薯、萝卜、藠头都被她卖光了。 



 

【同期】娄底农村主播 龚红玉 

    终于没有人说我们是因为在城市混不下去才回来当农民的，因为

我们可以帮村民做一些事情了。 

【同期】龚红玉爸爸 龚迪清 

    （村民说）迪清你辛苦了，送子女出去读书，把我们的东西销售

了，感谢你们。 

【配音】 

    龚迪清如今给予女儿最大的支持，他把房前屋后的荒地都开垦出

来种满了菜，为的是让女儿拍短视频不再翻山越岭。虽然还没有学会

手机打字，但他偷偷点赞了女儿的每一条视频。 

【同期】娄底农村主播 龚红玉 

    平台它就有一个年度的总结，其中就说有个给你点赞最多的人，

我发现竟然是我爸。然后我就想，可能平时对你抱怨最多的人，可能

恰恰就是他最渴望你成功。 

【配音】 

    而在整个涟源市，近年来以电商扶贫为基调，大力推进电子商务

进农村。今年前 11 个月，涟源网上交易额 9.1 亿元，其中农村网络

零售额 1.79 亿元，带动 1317 户贫困户创业就业。 

【同期】涟源市副市长 李冰玉 

这些青年回到乡村来创业，推广了我们好的产品，更重要的是未

来一定是我们乡村振兴里面，产业兴旺的中流砥柱。 

 

 



 

《“唐局长助农”：我为汝城农产品代言》 

【导语】继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乡村带货王》，今天节目

的主人公，是来自郴州汝城的唐爱华。作为汝城县农业农村局的党组

书记，唐爱华通过拍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推荐县里的农产品，他创

立的“唐局长助农”账号，在各平台拥有 260 多万粉丝。 

【正文】 

【实况】公鸡打鸣 

【配音】 

    天刚蒙蒙亮，唐爱华就出发赶到范家村，帮村里的土鸡养殖户找

销路。前一天手机直播时，他收到求助信息：受疫情影响，今年范家

村的土鸡滞销，现在已是年末，再卖不出去，养殖户们就要血本无归。 

【同期】汝城县范家村养鸡场负责人范国清 

   拉一吨玉米喂几天就没有了，几千块钱就没有了，很快的，然后

鸡卖不出去每天都要吃。 

【配音】 

    本地市场饱和，土鸡滞销的问题在当地肯定解决不了。唐爱华马

上想到了拍短视频带货。他带货有个规矩，先充分了解产品。所以，

他会体验农产品的生产制作过程，每一项工作都要自己干上一遍。在

养鸡场里，唐爱华打扫鸡舍、给鸡喂食、山林捡蛋，把自己弄得灰头

土脸。不过一圈忙下来，怎么帮村民脱困，他心里有了谱。 

【实况】汝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唐爱华 

   你看我们刚才抓鸡的时候根本就抓不住，还是很敏捷的，证明鸡



 

的品质比较好，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发上网，让大家看到。  

【配音】 

    尽管刚刚卸任局长职务，但作为一个有 200 多万粉丝的大号，经

组织允许，唐爱华还是经营着“唐局长助农”这个账号。他追着放养

的土鸡满山跑，喂五谷饲料，拍摄了一段“养鸡场视频日记”发到网

上，不到两小时，养鸡场就接到了广州的订单。 

【同期】汝城县范家村养鸡农场负责人 范国清 

唐局长帮忙卖了起码 40%的土鸡。 

【同期】汝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唐爱华 

    我对推荐的农产品其实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要么就是标准品有

认证的，要么就是我亲身去感受的，这样呢，对我们粉丝负责，也是

对产业负责。 

【配音】 

    汝城县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不畅。2017 年，

刚刚调任农业农村局的唐爱华注意到了短视频的兴起，就注册了一个

名叫“唐局长助农”的帐号，尝试着利用下乡间隙，拍些农家风景、

介绍农业知识。在这些视频中，唐爱华放下局长架子，跟村民们一起

在田间地头又唱又跳，不知不觉中，观众就记住了“唐局长”和他的

农副产品。几年下来，唐爱华累了超过 200 万粉丝。他推销的汝城小

黄姜、朝天椒、奈李名声在外，还进了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菜篮子”。 

【同期】汝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唐爱华 

我的文章的阅读量都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所写的所拍的东西 



 

都是比较接地气、老百姓关心的。 

【实况】唐爱华直播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主要讲的设施农业 

【配音】 

    帮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同时唐爱华也把党的农业政策带到田间

地头。汝城县大坪镇这个蔬菜基地，过去是一片荒地。唐爱华请来农

技专家，指导当地村民发展现代农业，同时通过“公司+农户”的模

式，保底收购农产品，激发大家的积极性。通过直播，唐爱华与全县

农民分享大坪镇的变化，推荐可复制的产业模式。几年下来，大坪镇

成了全县农业产业发展示范点。 

【同期】郴州汝城县大坪镇果农 宋柳兵 

    我这边搭建了 20 亩大棚，初步预计年收入是 40 万左右，唐局长

非常专业，让我觉得农业发展还是大有可为的。 

【配音】 

     因为专注于三农领域，唐爱华的粉丝中，农民和农业企业很多。

所以每次直播，他都能精准对接到目标人群，快速卖货。今年 4 月，

“芒果扶贫云超市”走进汝城，唐爱华也参加直播活动，为汝城米粉、

辣椒、大禾米糍、白毛茶等农特产品代言，销售额超过一百万元。 

【转场】航拍沙洲村 

【实况】汝城县沙州村村播培训 唐爱华 

   我们要打造沙洲特色，沙洲系列账号。 

【配音】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唐爱华也担心，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会

跟不上潮流。所以，他设立了一个目标：在两年内培养 100 名新农人

网络主播，希望打造一个农业直播群体，推动全县的农业产业发展。 

【同期】汝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唐爱华 

    你培养一些人，一个人卖它 10 单，100 个人就是 1000 单，通过

这种模式农民可以长期受益。 

【配音】 

    今年 30 岁朱湖广，现在是唐爱华的大徒弟。他 2015 年从上海回

到汝城，涉足农产品电商，因为懂剪辑，会拍摄，加上唐爱华的教导，

现在也拥有 14 万粉丝，他的一条推介汝城热水镇温泉的视频，播放

量超过 6000 万次。 

【同期】郴州市汝城县新农人主播 朱湖广 

让更多人了解（汝城），也是为我们家乡脱贫做一点贡献，让更

多的游客来游玩，消费。 

【配音】 

    以百姓心，干百姓事，这是唐爱华最常说的一句话，他利用业余

时间到田间地头直播带货， 三年来，“唐局长助农”利用互联网助农

增收超过 1500 万元，他却从来没有收过群众一分钱。 

【同期】汝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唐爱华 

初心是什么，不就是为民嘛，使命是什么，不就是发展嘛。所以

作为基层的领导干部，就是服务好老百姓，把当地这些产业发展上去， 

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