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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强国必先强农。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近年来，依托“互联网 + 农业”背景，短视频与农村特色产

品的深度融合，为双方都带来了创新的机遇，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助农短

视频的农产品内容营销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动我国特色优势农产品营销中充分贡献了媒体智

慧，但目前仍然有诸多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助农短视频的现实困境，以新发展理念为逻辑引领，

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专业化团队；建构“共情”联结，增强用户黏性；严格把控产品质量，推进

农产品品牌化进程三个方面提出了推动助农短视频优化的未来进路，以期开创助农短视频电商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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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rong country must first strengthen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as China’s first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rely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Agricultur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hort video and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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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products has brought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for both sides and promoted rural revi-
talization. Substantial progress and phased results have been ma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nt 
marketing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short video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has fully 
contributed to the media wisdom in promoting 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the short video, takes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s the logical guid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mode; build a professional team; construct 
“empathy” connection to enhance user stickiness; strictly control products quality; promote the brand-
ing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the future approach to promote the opti-
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hort video, and create a new form of agricultural short video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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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网络视听用户数已达 10.74 亿，

网民使用率为 98.3%。其中，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 151 分钟，用户黏性最高，影响力持续深化。这

种迅猛的发展趋势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消费习惯，也为产品的营销策略带来了新的契机。特别是在农

产品领域，短视频的应用已成为品牌推广和消费者沟通的重要手段。短视频作为一种生动、直观的传播

方式，通过图像和声音的结合，追求打造互动化、集合性、沉浸式的融合视频助推农产品消费增长。展

望未来，短视频与农产品电商的结合将更加紧密，短视频也将持续赋能农产品营销。本文通过分析乡村

振兴背景下助农短视频营销的价值评估与优化策略，期望以此推动农产品的文化和品牌塑造，提升农产

品传播力与影响力，构建起完善的短视频电商生态。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助农短视频的传播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相较于冗长、沉闷的文字以及静态、

平面化的图片，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其传播跨越了时间、距离和传播主体的限制，往往能

在较为浓缩的时间范围内通过立体化的影像传播优秀乡村风俗文化以及构建数字农村新形象，在乡村振

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城市化、现代化高歌猛进，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遭受挤压的当下，

助农短视频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建立起一种连续性的认同，成为展示乡村形象的一个关键的窗口。 
短视频对于乡村当下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的呈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乡村，更多

农产品也获得了大范围曝光，提高了销售机会和品牌影响力。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短视频平台利用

数据分析工具，了解用户的浏览习惯、购买记录以及偏好，进而进行兴趣推荐，农特产品的潜在目标用

户可以接收到更多三农短视频、直播的推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相对于传统的营销方式，助农短视频

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传播价值。 

2.1. 农户从观看者到“主讲者”：传播乡土文化、构建乡村形象 

助农短视频的生成及壮大既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运用，也是农户群体主观诉求与角色实践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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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兼具客观推动与主观探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运用，短视频成为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获取信息，

进行文娱的主要方式。新兴媒体的发展和技术的逐渐下沉降低了短视频的准入门槛，农户仅一部手机就

可以自行制作和发布短视频，选题策划、拍摄剪辑、后期制作，或者通过直播平台进行实时的产品展示

与销售，无需高昂成本精细制作，且传播上独特便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拍摄并分享短视频，农

民群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媒介接近权，以第一人称直接在短视频中记录自己的乡村日常生活，并在故事

中插入相应的农产品广告。农户通过直播互动的方式解决消费者的疑问和诉求，达到更直接的交流和购

买，实现从观看者到“主讲者”、从被言说的“他者”到“自我”言说者的转变[1]。在一些乡村美食类、

生活类的短视频镜头中，时常会穿插拍摄乡村的自然风光，满满的田园气息。创造内容不仅反映乡村新

貌、推广乡村文化，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帮助农户实现了深度参与网络缔造的范式跃迁。 

2.2. 田园气氛营造：观众沉浸式乡村生活体验 

近年来，“沉浸式体验”一词随着新媒体艺术的发展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沉浸”一词的本义是

指物体浸泡、浸入于水中，由这种形象性的比喻引申为面对某种事物或情境时全神贯注以至几乎隔绝外界

环境、忘记自我的存在。“沉浸”一词可以追溯至 1975 年美国积极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

“心流”这一概念，“心流即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当中，无视其他事物存在的状态。这种体验本身

带来莫大的喜悦，使人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2]两词都包含着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审美距离无限缩短，

所带来的全身心的美感体验。例如“李子柒”模式就抓住了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3]，制造怀旧空间，展

现浪漫化、诗意化的田园风光，使得观众在真实与虚拟间游弋，将自我投射到幻象的乡村空间中。在都市

高强度的生活压力下，让观众对平静唯美的乡村心驰神往。这类短视频满足了城市人对乡村生活的想象，

为疏离的现代人际关系增添了亲情感染力。李子柒拍摄的短视频创设了一个远离世俗尘嚣的世外桃源，

在视频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南特色饮食风俗，画面看起来特别原生态，偶尔和奶奶说上几句亲切感

满满的四川方言，塑造出被真切感知且具有重要意义的空间氛围，让人有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闲适意境，成功打造了个人品牌，扩展了生态农产品销售的渠道。乡村生活风貌和宜人的环境通过助

农短视频的方式呈现后，用户无需亲临现场，也能从经验层面调动亲身情感体验，产生情感共鸣。 

2.3. 产销对接：农产品借力短视频成功“出圈” 

短视频的营销模式打破了传统农产品营销模式的壁垒，能够绘声绘色地展示农产品的特色和优势，

为农产品提供了直接的销售渠道，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农产品，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连接。短视频通过

多维度、全方位直观展现农田的风光、农产品生长、加工运输等全链条环境，激发潜在消费者对产品的

好奇心和购买欲望，进而推动农户与瞬息万变的市场有机衔接。特别是一些因为地理阻隔而“藏在深山

少人识”的小众农产品，借助短视频、直播线上对接到更大市场范围的长尾用户，成功“出圈”，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刺梨，是主要生长于贵州深山里的小野果，但由于贵州山高路远，很难走出大山。随着

近年来短视频助力农产品营销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在东方甄选直播间中，主播不遗余力为贵州刺梨原汁、

刺梨果脯、刺梨罐头等其他各类刺梨产品推广宣传，让刺梨从鲜为人知的“山间野果”，摇身一变成了

推动经济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的“小金果”。短视频这一平台更是使得许多农户无需经中间商从中赚取

利润，直接与消费者对接，这种互动不仅建立了信任，也增强了用户体验，最终提高农产品销售效率和

便捷性，增加消费者购买的动力和转化率。 

3. 助农短视频农产品营销的现实困境 

随着媒介环境的瞬息万变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农户在享受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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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助农短视频在农产品内容营销也面临着更多挑战与现实困境。 

3.1. 专业人才稀缺，专业化技能欠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助农短视频营销行业人才供给已经远远跟不上其营销爆发的速度。电商助农需

要涵盖多个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包括数字化营销、供应链管理、数据分析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然

而，助农短视频主要聚焦于乡村，但乡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和综合环境较差，存在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

[4]；且助农短视频平台的准入门槛较低，以农民为传播主体，大部分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有限，媒介素

养良莠不齐平台也缺乏对其专业素质的筛选和考核，部分从业者因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和足够的行业磨

炼，对产品知识、直播技巧、营销策略等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从而影响直播效果和带货能力，使得电

商助农难以充分发挥其潜力。如何破解人才供需困局成为助农短视频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难题。 

3.2. 传播内容同质，文化价值不足 

创新是助农短视频保有生命力的关键。然而，由于无论是后续进入自媒体短视频行业或助农短视频

领域早期创作者们均依然处于摸索阶段。大部分助农短视频创作者既没有经过专门的教育培训，也没有

专业的设备与队伍，在当下网络时代“流量至上”的赛场上，当一种话题讨论度较高时，部分创作者会

进行争相效仿，拍摄雷同的内容。且助农视频的内容生产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偏向性，导致助

农短视频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目前，助农短视频内容创新乏力、质量低、同一题材过度饱和等问题已

经成“三农”短视频发展的瓶颈。助农短视频创作者在不经意间陷入跟热风、蹭流量的怪圈，而不再注

重视频内容策划和制作，长此以往，势必会使消费者产生审美疲劳，粉丝群体流失，影响短视频对农产

品营销的价值传播功能，更将打击“三农”短视频整体业态社会效益的发挥。生产内容的同质化更是导

致了乡土文化呈现的信息茧房效应，遮蔽了真实、多元、立体的新农村图景。 

3.3. 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带货可持续性低 

目前，由于农民对质量管理方法的了解程度参差不齐，导致部分农产品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一是

农产品种类繁多，但一些主播缺乏带货经验，对于选品、销售、售后、监督等环节不了解，对于所销售产

品的质量缺乏把关，生鲜瓜果蔬菜等农产品又不同于其他产品，对运输条件要求高，在运输过程中天气、

产地等因素很容易影响品质，导致不同地域的农产品质量良莠不全，等级标准难以统一。二是由于生产

环节中缺乏严格的监管和检验机制，再加上一些商家只顾及眼前的蝇头小利，直播时的农产品样品质量、

个头大小与快递给消费者的产品明显不一致，将一些残次品或品相不好的产品发给消费者，消费者对于

购买农产品时的心理预期下降会影响他们对该模式的信任度，从而减少其购买意愿。这种情况给消费者

带来了食品安全隐患，并且损害了整个短视频助农模式的信誉度。 

4. 助农短视频农产品营销的创新路径 

基于以上所分析，思考乡村振兴背景下助农短视频农产品营销的创新路径，既要立足于优秀传统乡

土文化的精神底色，也要面向新乡村社会在新发展阶段的时代特色和发展要求，助农短视频农产品营销

的提升策略更需多方协同合作，共同建构良好的助农短视频电商新形态。 

4.1.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专业化团队 

人才是强国之本、竞争之基。鉴于人才日益成为影响网络视频业态可持续发展、提升助农短视频农

产品营销整体效能的重要因素，当前急需创新人才培养观。地方政府要进行正面宣传引导，加强资金、

技术、人才下乡扶持，打造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短视频直播人才队伍。一是完善短视频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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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体系。助农主播的带货能力直接影响到短视频的销售。有关部门要组织专业机构或行业协会要开展针

对短视频博主的培训课程，紧跟市场发展需求，加强电商直播人才对农产品的了解，全方位培训农民主

播在农产品知识、直播技能、直播话术等方面的能力，把握行业动态，帮助短视频主播提升自身素质和

专业能力，培育优秀电商直播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二是提升直播人才的待遇福利，吸引更

多人才投身农村电商事业。有关部门可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财政扶持等政策措施，吸引具有一定专业知

识和技术的返乡人才，当地政府应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助农短视频博

主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进而提高农村地区电子商务人才的待遇水平，拓展农产品营销的广度与

深度。 

4.2. 建构“共情”联结，增强消费者黏性 

用户粘性(User Stickiness)在营销学的研究中，是指用户对某一平台或产品的依赖程度，即用户愿意

频繁访问和使用平台的程度，用户粘性关乎用户对产品的长期忠诚。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助农短视频应

从现代人的精神情感需求出发，剖析如何在生产导向上破圈、突围，增强消费者粘性。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深刻变革，然而乡村记忆却不会消失，乡村记忆是一定地域内的村民在长期的生产

生活中所保存下来的有关乡村的共同记忆，承载着乡村共同体的集体情感，是村民共有的精神家园与维

系代际关系的精神纽带[5]。基于这种共同记忆，助农短视频应通过生产各种符合现代人需求的精神“抚

慰剂”，制造情感疗愈。其创作的视觉影像通过视听结合的方法还原乡土空间，引领受众获取身临其境

的乡村生活体验，让拥有相同经历的群体在观看短视频过程中留下深刻的情感记忆，进而引发移情现象，

实现心理上的“感同身受”。抖音平台博主“张同学”的短视频中就常常看到逗狗、捞鱼、种菜、赶集市

这些具有标志性的乡村生活。不仅如此，网络互动进一步加强认同粘性。短视频各大平台中的分享、点

赞和评论等互动方式进一步加强了主播与拥护的联系，也能给该群体提供一个表达乡愁和倾诉情感的网

络阵地，让具有一致或相近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的用户主动参与到这种互动中，从而提升助农短视频目

标用户的忠诚度和黏性。这种共情最终转化到农产品消费上，主要表现为回购率和转介绍率较高。 

4.3. 严格把控产品质量，推进农产品品牌化进程 

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众多农产品常常面临品牌多而不响的尴尬处境，未能形成持续性或

规模化品牌带动效应，强化品牌建设与宣传力度就至关重要。短视频的普及让品牌农产品以更加直观、

立体的方式进入市场，助力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打造。第一，只有出色而真实的产品质量，才是品牌得以

行稳致远的基础和保障，因而助农短视频博主要严格把控农产品选品质量，方能建立稳定的客户群体，

提高消费者对特色农产品的信任度和忠诚度。第二，在严格把关农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找准农产品的地

方特色，结合农产品的功能属性及市场定位，突出品牌标识的识别性和文化内涵，才能戳中消费者需求，

有效增强农产品的品牌效应。第三，在宏观层面上，地方有关部门应主动响应国家号召，出台相关政策，

通过推行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鼓励其尽早创建自有、特有品牌。 

5. 结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助农短视频要走的路也还很长。输出持续、健康、有效的内容，永远是助农

短视频营销的方向。助农短视频农产品营销内容的积极构建与丰富完善，不仅有助于乡村生活实现多维

呈现，还有助于发挥农户对于网络空间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建设效能，加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成果进一步

转化。助农短视频博主更要在多方合力，积极探索创新的基础上，坚持“内容为王”、质量为本，在反映

乡村新貌、推广乡村文化中生产出紧扣时代脉搏、精准对接消费者需求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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