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
为新农活，在具茨山农产品展销中心，
农场主许莉变身带货主播，助力当地
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许莉是新郑具茨山农产品展销中
心的总经理，记者见到她时，她正通过
网络直播介绍具茨山大槐树村种植的
新鲜银耳、绿豆等特色农产品。许莉
坚持每天上传小视频并上播 6个小时
以上，随着她的不懈努力，直播间人气
越来越旺，人数从最初三五个人，到现
在1000多人。

5年前返乡创业的许莉承包了230
亩丘陵土地，种植无花果和彩色小麦，
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场主。由于疫情的
原因，无花果鲜果保质期短，销售遇到
困难，于是她便拍照片发到自己的朋
友圈，没想到滞销的鲜果就销售一空，
这是她第一次“触电”网络销售。

别看现在的她和粉丝互动起来游
刃有余，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效果很不
尽如人意。不过她没有放弃，从了解
农产品特点、寻找特色推介方式到梳
理脚本、多次试播，再到现在能在镜头
前热络地与网友打招呼、流利的展示
讲解产品，许莉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凭借质朴的形象和幽默的语言，她逐

渐赢得了网友们的认可与支持。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的大

力扶持，直播平台也给予“三农”账号
更多扶持政策和流量倾斜，许莉果断
抓住当下风潮正劲的直播带货，把自
己的直播间搬到农产品的生产源头，
以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示“具茨山
特色”产品的原生态、好品质，以更优
惠价格吸引客户。

如今，许莉打造的农产品垂直体
系直播间与具茨山大槐树村达成深度
合作意向，销售大槐树村种植和加工
的羊肚菌、粉皮、彩色小麦面粉、手工
红薯粉等具茨山特色产品，由于她的
网络推广，这些产品摇身一变成为新
郑“网红”产品。与此同时，许莉还积
极参与乡村电商指导工作，与100多位
网络直播达人达成合作协议，向全国
网友推荐新郑农产品。

“经过几个月的摸索、探索，我有
了明确的网络直播平台发展思路，初
步和某大型直播公司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希望我们直播效果越来越好，
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的力量。”许莉
自信地说。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春霞 锐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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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村新时代新农人欢迎您！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芦笋，甜而不
腻的葡萄，营养十分的金蝉，价格优惠到你意想不到，味道美丽到你流连忘
返，期待您的到来。”在新郑市新村镇暖泉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群人
围在手机屏幕前，用带着新郑口音的家乡话热情洋溢地介绍着。

面对经济下行和疫情防控的双重压力，农副产品销售市场受到严重冲
击。近日，由新村镇政府牵头组建“新村镇暖泉湖电商学院”，截至8月12
日，新村镇牌坊庄村、时垌村、马垌村农民学员50余人踊跃报名并参加学
习，培训课程已开展6次。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培培 文/图

由聘请专业的电商红人老师授课，各
报名学员纷纷表示，老师教授课程通俗易
懂，形式多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大家很
快便掌握了电商直播要领以及拍小视频
的方法技巧。

葡萄架下、田野地间等都是直播教学
的实操场地，老师手把手地教授如何在镜

头面前有侧重点的摆放各种产品、如何处
理直播间的突发问题、销售方法、销售渠
道等，同时一对一的让学员模拟直播情
况，找出问题所在，提高直播质量。

“真是没想到，通过一根数据线，一个
小屏幕就能将水果卖出去，真是科技改变
生活啊！”培训班的小李开心地说。

“小屏幕”撬动“大市场”

新郑这里走出农村致富路

在掌握直播技巧后，通过近几天的实
战，芦笋链接月销售突破1万单，销售额突破
28万；金蝉3000单，销售额18万余元；卓卓
葡萄园通过小视频引流3000余人次，无论是
线上还是线下，均达到了预期的销售业绩，
极大地鼓励了新农人们创业致富的信心，也

为新农人未来的工作道路指明了方向。
下一步，新村镇将聚焦于裴李岗生态

游、孙庄羊肚菌等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地
充分挖掘电商模式下的市场成为未来新
村镇经济发展探索的重要关键点，从而进
一步为新农人赋能，为乡村振兴助力。

“小屏幕”撬动“大市场”

做合法合规能赚钱的“新农人”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万人助万
企”活动要求，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
落实三项措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
推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立工作专班，协调联动抓落实。
办事处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成立
“万人助万企”工作专班，细化方案，明
确任务，制定工作标准，各部门积极配
合，做到协调联动、有序推进，抓好抓实
“万人助万企”活动。

聚焦企业发展，压实责任抓成效。
按照“四个时刻想着、六个明显有感”的
要求，工作专班实地走访 32家企业，摸
清企业基本情况，了解企业发展重点、
难点、堵点和痛点问题，为企业办实事、
解难题，共协调解决问题 38个，用实际
行动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完善服务机制，浓厚氛围抓长效。
不断完善服务企业机制，本着“无事不
扰、有事不推”“说到做到、服务周到”的
原则，办事处组织32个服务企业专班学
习服务企业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分
享好经验、好做法，在办事处内部掀起
尊商重企、关心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寇长远

本报讯 8月15日，南水北调水正式接
入辛店镇水厂，标志着全镇百姓期盼吃上
南水北调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据悉，辛店镇作为新郑市的产煤大镇，
有赵家寨、王行庄两大煤矿，近年来，经济
高速发展的同时，地下水位迅速下降，直接
影响着全镇百姓的生活用水安全。部分行

政村生活用水非常紧张，在用水高峰期刘
岗等村百姓，采用水车、水桶到其他村拉水
解决吃水的问题。

为解决辛店镇水厂水源不足、部分
微量元素不达标问题，新郑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实施了辛店镇安全用水工程，
该工程东起新郑西环路西至辛店镇水

厂，全长约 7600米，设计日供水量 8000
吨。该工程于 2020年 10月开工建设，从
起点下穿G107国道，沿G343国道北侧向
西，中间两次下穿铁路，跨越南水北调干
渠大通铁路倒虹吸段，经过城关乡耕地、
廊道、葡萄园、大学路、商混站、加油站、
煤矿巷道。

8月 10日供水管道全线贯通后，施工
单位立即进行打压、消毒、冲洗、化验，8月
14日，上述工作全部合格。随着该工程的
通水成功，彻底解决了辛店镇百姓的生活
饮用水的安全问题。
记者杨宜锦
通讯员 高俊杰

日供水量8000吨

南水北调让新郑这个镇百姓喝上放心水

农场主化身“主播”

让农特产品“飞”出具茨山 三项措施落地

新郑这个地方
精准助企纾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