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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包帮”“转走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8 日

“农民院士”朱有勇田间直播助力脱贫攻坚

2020 年 4 月 7 日 13 点，一场特别的“直播带货”在澜沧县蒿枝

坝村冬季马铃薯地里火热进行，110 多万网友在线观看、咨询互动。

在这场直播中，“新晋”主播“农民院士”朱有勇头戴草帽，裤脚沾满

泥土，满脸笑容地站在地里，面对镜头，热情向全国网友推荐喜获丰

收的冬季马铃薯，为农民增收拓展新渠道，注入更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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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里，朱有勇院士随手拿起两个刚刚挖出来马铃薯，向网友

们介绍道：澜沧县光热充足、土质疏松、土壤渗水性好，特别适合种

植优质马铃薯。因此，我们把云南农业大学的科技成果冬季马铃薯种

植技术带到这里，带领农民在原来的冬闲田种上了马铃薯。澜沧县从

2016 年起开始示范种植冬季马铃薯。经过四年多的应用推广，目前种

植面积已经达到 2350 多亩，每户农民平均增收 5000 到 8000 元，真正

把冬闲田变成了“致富田”。

此时正值冬季马铃薯收获之时，齐整的田埂间，农户们挖出的马

铃薯堆满了地头。老乡们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齐上阵，将一颗颗硕大

光滑的马铃薯刨出，一个个写有“澜沧冬季马铃薯”字样的纸箱很快

被装满。朱有勇院士走到地里实力打 call：“澜沧冬季马铃薯芽眼浅、

个头大、皮光亮、味道好。大家买一斤，就是为澜沧扶贫出一份力。

希望大家都来支持澜沧扶贫产业。”朱有勇院士的实力“带货”和冬季

马铃薯优良的品质吸引了不少网友拼单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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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扶贫+电商直播”的新模式也为正在尝试电商的农民做出了

示范效应，带动了当地复工复产的信心。竹塘乡乡长龚老五说，澜沧

还有很多的特色农产品，我们要把这种带货方式用起来，为家乡农产

品“站台”，加快复工复产，让澜沧产品走出去，让老百姓富起来。

当天，有三位云南农业大学的在校学生也加入“在线实践，直播

家乡，助力扶贫”实践活动，对蒿枝坝村冬季马铃薯收获情况作了同

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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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澜沧县惠民镇景迈村的傣族姑娘玉仙丙还在直播中向网友推

介了景迈山的茶叶和当地的风土人情。她说，第一次做主播，感觉特

别有趣，也学到了新东西。今后，也希望运用电商平台为家乡特色产

业推广出一份力。2018 级电子商务专业的魏向荣说：“我是澜沧本地

人，我们澜沧还有很多好东西，我会努力学好电商专业知识，提高应

用和实操能力，用“互联网+”的新方式，为家乡名特优产品代言，助

力农产品产销，做战疫助农代言人。”

盛军校长也实力助阵直播。他表示，“在线实践，直播家乡，助力

扶贫”实践活动受到了同学们的热捧，共有 1 万多名学生参与其中。

同学们通过活动，掌握了电子商务知识，提升了实践动手能力，用知

识和技能投身脱贫攻坚，展示了云农学子的担当与力量。这项活动不

仅丰富了疫情期间在线教学内容，而且创新了实践教学形式，让学生

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农业农村，发现家乡美，为家乡代言，为脱贫攻

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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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不仅要帮扶现有的贫困户，还要巩固之前的扶贫成果，形成

致富奔小康的可持续内生动力。通过“互联网+扶贫”的创新之举，农

产品销售搭上了电商“快车”，边疆少数民族尝到了致富的“甜头”，

学生 get 到了农产品销售的“新招”。学校将继续挖掘“互联网+”的

优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扶”出科技扶贫“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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