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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农村电商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其逐步暴

露出发展不平衡、服务程度有限、信息整合度低等问题。与此同时，身处基层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够发

挥在地性优势，精准对接农业所需、农村所盼、农民所向，做到“媒尽其用”。本文基于县级融媒体中

心助力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回溯其具有政策驱动、市场需求、主体诉求三个主要动因，发现其面临工

作机制有冲突，治理矛盾限发展、内容生产力较低，人才队伍不完善、市场竞争难突围，运营经验不充

足等困境。因此，为优化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农村电商发展，应优化工作机制，构建协同治理模式，实

施人才振兴与内容垂直化战略，构建私域流量池与信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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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eeply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igital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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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addressing issue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limited service ca-
pacity, and low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have gradually emerged. Meanwhile, county-level conver-
gence media centers, rooted in local communities, can leverage their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to 
precisely align with the needs of agriculture, the expectations of rural areas, and the aspirations of 
farmers, thereby maximizing the utility of media resources. Based on the current role of county-
level convergence media centers in promoting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traces 
three primary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ir involvement: policy incentives, market demand, and 
stakeholder expectations. It also identifies several bottlenecks they face, including conflicts in op-
erational mechanisms, governance contradictions hindering development, low content production 
capacity, an underdeveloped talent pool, difficulties in breaking through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nsufficient operational experience.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ty-level convergence me-
dia centers in supporting rural e-commerce, it is essential to optimiz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es-
tabli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implement talent revitalization and content verticaliza-
tion strategies, and build private traffic pools alongside trust-based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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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建设走深走实，农业农村发展趋向现代化、新型化，农村电

商成为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印发《2024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

要点》，指出要激发县域数字经济新活力[1]。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构建农产品和农资现代流

通网络，支持各类主体协同共建供应链。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作为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经济发展的

典型产物，农村电商打破了传统农产品销售模式中的地域限制，从小屏幕打开了大市场，成为促进农民

增收的有效抓手。目前，农村电商取得一定成效，但逐步暴露出发展不平衡、服务程度有限、信息整合

度低等问题。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指出要“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位于乡村振兴前线的

县级融媒体中心，承担着舆论宣传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两方面的职责，既有媒介的一般属性，又有富于

中国特色的政治属性[2]。因此，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农村电商耦合共振，既能依托县级融媒体中心的

优势解决农村电商发展的现有问题，精准对接农业所需、农村所盼、农民所向，做到“媒尽其用”；又能

通过接入农村电商激发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 
然而，就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而言，其面临着工作机制有冲突，治理矛盾限发

展、内容生产力较低，人才队伍不完善、市场竞争难突围，运营经验不充足等困境。本文旨在回溯县级

融媒体中心助力农村电商发展的动因，剖析当下发展困境，提出相应对策，为促进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的

转型升级提供基层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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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发展的研究 

在上层战略推动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成为学界的热门议题，囊括其发展机遇、自身优

势、现实阻碍等方面。在发展机遇上，严晓青与田彬认为，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根本

原则，国家对有利于共同富裕的政策决策给予高度支持，包括媒体合作传播[3]。 
在县级融媒体自身优势上，吴爱珍强调，县级媒体是一条最接近基层人民群众的通道。县域用户也

是目前移动应用最大的增量群体，农村电商直播产业发展与融媒体建设，两者能够共生[4]。在意识到县

级融媒体中心发展遇瓶颈后，刘禹辰和刘响对其进行系统梳理，指出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缺乏资金、人才、技术支持[5]。 

2.2. 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 

除聚焦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自身发展外，学者还关注到了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并对这一行为的意义

与实践路径进行梳理与归纳。针对该举措的意义，李红艳和唐薇提出，它一方面能够搭建农产品与电商

的桥梁，促进农产品增值、农民增收；另一方面能让农民在信息接收与反馈上与行政组织达到同频同步，

有效改善了信息弱势[6]。何泽权与郭金梦持相似看法，认为其打开农产品销路、提供发展机会，充分发

挥了融媒体中心建设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7]。针对该举措如何取得高质量成效，徐敬宏、袁宇航与

张世文明确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当利用连接与赋能的功能，践行“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的路径，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8]。李红秀和王钰涵以重庆潼南区融媒体中心建设为例，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没

有统一的模式，改革创新和因地制宜才是其建设与发展的总体原则[9]。 
目前，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发展为主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县级融媒体中心自身

发展路径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等方面。但从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农村电商发展的互动关系出发，

将两者关联性作为独立议题，并系统梳理其助力农村电商发展的内在动因、现实困境以及具体对策的研

究相对较少，存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3. 动因 

3.1. 政策驱动：国家战略与媒体使命指明方向 

(1) 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稳步推进 
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等国家政策稳步实施，在宣传、舆论等方面对媒体提出新要求。宣传与引

导乡村振兴等政策、讲好新时代数字乡村故事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工作的核心内容。具有在地性优势的

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积极搭建政策入村的桥梁，通过解读政策、整合信息、链接资源等方式，营造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数字乡村的良好氛围。与此同时，2022 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了要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县级融媒体

中心应关注农村电商发展态势，推动信息流通与资源共享，为推进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注入长久动力。 
(2) 媒体融合的政治使命循序强化 
作为“中央–省–市–县”四级传播架构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整个融媒体体系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连接作用。2020 年，《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首次指出媒体融合要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这意味着媒体融合要从以往聚焦内容生产转向打造综合服务平台[10]。基于媒体融合

的政治使命，县级融媒体中心积极探索“新闻 + 商务”融合创新，坚守新闻本职的同时，也将地方农产

品引入屏幕，使其既能植根于新闻之本，又能实现自我造血，有助于形成“新闻培育品牌 + 电商价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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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闭环生态。一能响应政策号召，让顶层设计落实到基层；二能拓展商业服务，谋划农村长远发展；

三能满足农民需求，提高农民获得感，有望实现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并进。 
综上，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农村电商发展的核心动因，政策驱动主要体现在发展导向、政策红

利和资源支持三个方面。在发展导向上，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战略的持续推进，促使县级融媒体中心承

担起信息传播者与基层治理者的角色，成为政策入村的关键主体；在政策红利上，“数商兴农”等部署

明确了农村电商的发展路径，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以媒体平台之便链接地方农产品与市场需求；在资源

支持上，媒体融合政策持续深化，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政策激励下从单纯信息传播向“新闻 + 商务”的综

合服务转型，以此获得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形成媒体功能扩展与农村电商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3.2. 市场需求：农产发展与流通模式痛点突出 

(1) 产业兴旺是重点，农民增收有诉求 
从产业目标来看，实施乡村振兴发展，产业兴旺是重点，推进产业振兴是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难题的

迫切需求。如今，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等上层国家战略持续推进，促使下层县级融媒体中心深入挖

掘并宣传地方特色农产业，写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从“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型，让地方

产业链条更加完善、上下游信息差缩小，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动力。 
从社会目标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民农村，农民增收有诉求。如

何攻克此痛点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农村电商发展能为破局提供新路径。一方面，

县级融媒体中心一般能通过新闻报道、专题宣传等形式，增加农产品曝光度、知名度。另一方面，其能

利用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手段，帮助农民直接对接市场，让农民获得更高收益。另外，还能推动当地培

养农村电商人才，从根本上授之以渔，提升农民创收能力。 
(2) 现有流通有梗阻，电商市场潜力大 
传统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农产品的流通主要依靠个体零售、经销商收购，流通模式较为僵化，在供给、

流通、销售环节均有弊端。从供给环节来看，农产品的产销对接不畅，农户无法接触更多潜在消费者，有供需

错配的风险。从流通环节来看，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途径单一、产销链过长，损耗率较高；从销售环节来看，

个体零售受到地域限制，大多位于本地市场，农民很难凭一己之力将农产品输送到外地市场，市场覆盖面窄。 
而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拓宽信息渠道、缩减经销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恰好打破中间环节，破解农

产品“运不出、卖不远、赚不多”的流通困境。首先，县级融媒体中心打破了信息壁垒，推动产销精准对

接，实现多用户可知。其次，简化了流通环节，构建起农产品流通的强劲短链，使农民能直达终端市场，

实现多市场可走。另外，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多渠道宣传推广，搭建农民与龙头企业、加工厂商等的合作

桥梁，从而优化农产品流通链条，实现多订单可接。 
因此，市场需求之所以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农村电商发展的动因之一，在于产业兴旺和农民增收

的现实诉求与日俱增。一方面，产业兴旺的政策目标能够引导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传播提高农产品的曝

光率和知名度，从而推动农业生产向市场导向转型，助力农产品价值提升和农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

传统流通模式信息不畅、产销脱节，导致农产品难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县级融媒体中心凭借资源整合

的优势，有能力突破信息壁垒，缩短农产品流通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建立起更精准、更高效的产销对

接渠道，促进乡村产业与市场需求的高效契合。 

3.3. 主体诉求：县级融媒体中心营收压力与资源优势两者并存 

(1) 媒体陷营收危机，需探索造血路径 
数字技术更新换代，深刻重塑了现代媒体的产业格局，迫使县级融媒体中心面临营收不利的生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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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传统媒体收入来源单一，主要为市场广告和政府补贴。其中，广告投资通常与媒体自身影响力有关，

影响力小的媒体在获取广告投资上尤为被动。反观新媒体用户多、影响深、覆盖广，一跃成为广告商首

选，传统媒体逐步陷入广告收入下降、财政支持有限的困境。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当丰富收入来源，

提高自我造血功能，通过对本地农产品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积极助力农产品获得更大市场，从而赚

取合作分成或带货佣金。在促进地方电商生态发展后，又能吸引更多本地企业、商家、个体对其投放广

告，形成良性循环。 
(2) 媒体有资源优势，可服务电商发展 
在属性定位、制片包装、宣传推广上，县级融媒体中心仍有资源转化的优势。从属性定位来看，县

级融媒体中心是地方主流媒体，既具有政治优势，又了解地方所需，更能获取农民和消费者信任。从制

片包装来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采编团队具备一定的编导、拍摄与制作能力，足以为推广农村电商做好

高质量、专业化的前期准备。其可通过制作热门短视频、拍摄田间纪录片，向市场立体展示农产品的乡

间故事，增强产品吸引力。从宣传推广上看，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多渠道宣发，通过电视、视频号、抖音

号发布内容，实现多平台同步传播，具有完备的宣发矩阵。综上，传统媒体能获取的广告收入锐减，财

政支持受限，而服务农村电商则恰好为其提供了实现自我造血的新途径。借助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公信力

与专业的内容生产能力，能有效地将地方农产品转化为具有市场吸引力的内容产品，形成自身营收与地

方电商发展的良性互动，自身生存难题得以破解，农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4. 困境 

4.1. 工作机制有冲突，治理矛盾限发展 

(1) 角色定位有冲突，事业市场难平衡 
作为我国事业单位，县级融媒体中心自然内嵌着行政化的管理思维，而农村电商却要求深度依赖市

场化的运作，二者难以耦合共生，具体表现为资源调配较僵化、事企结合有风险。从资源调配来看，行

政管理下资源调动的空间狭窄，资金通常要求“专款专用”，而农村电商所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市场需

求和消费者偏好，需要灵活调整资金投入。从媒体属性来看，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电商发展是事业单位

走向企业化运营的过程，其既是“裁判员”，又同时是“运动员”。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直接参与电商

运营，易引发对自身的信任危机。 
(2) 跨部门协作低效，流程耗时降效率 
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内部运作中，部门合作停留于简单叠加的层面，未能实现高效协作。新闻采编

部、技术保障部、事业发展部、产业管理部投入于电商专项工作的力度不够、运转效率不高。在县级融

媒体中心的外围运行中，行政化管理与市场时效性需求处于对立面。其相关活动策划需逐级审核，无法

匹配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市场需求。另外，县级融媒体中心不具备统筹权，部分政策实施还需农业、商务、

物流等部门支持，受到上述部门内部决策安排、政策执行等限制，落地耗时长、难度大，行政管理和市

场需求始终难以适配。 
(3) 政策执行浅层化，工作质量待提升 
作为推动政策入基层的关键环节，县级融媒体中心存在宣传和执行广而不精、做而不合的困境。在

政策宣传上，诸多县级融媒体中心对上层政策多为直接转述。在结合地方实际痛点、推动政策以人民喜

闻乐见的形式入脑入心、对政策进行二次解读等方面未开展常态化工作。在政策执行上，县级融媒体中

心把稳政策大方向，但缺乏精准的系统规划。在助力农村电商发展中，其直播带货、短视频宣传的内容

彼此较为独立与零星，更新时间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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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内容生产力较低，人才队伍不完善 

(1) 内容垂直度不足，同质化内容泛滥 
不同于效益优先的商业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坚持价值导向与服务意识，把提供优质“三农”内容

作为工作的落脚点[11]。但在实际落实中，地方特色、地方用户、专项领域未得到足够挖掘与利用，难以

撬动农村电商进一步发展。一是不够垂直于地方特色。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生产推广内容中往往参照标准

模版，内容呈现差异不大，对地方特色的挖掘程度不深，地方文化的结合程度不够。二是不够垂直于地

方用户。县级融媒体中心依靠抖音、快手等公域流量平台进行带货直播，忽略地方用户的个性需求，与

地方用户在对农产品的认识上难共通，情感上难共鸣。三是不够垂直于专项领域。县级融媒体中心事业

化管理，企业化运营，生产的内容覆盖政务新闻、地方新闻、农产品推广、文旅宣传等多方面，导致用户

无法准确获取特定领域的系列信息。 
(2) 表现形式僵化，创新化表达匮乏 
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对农产品的呈现形式、带货方式、“出圈”内容等创新不足，降低了农村电商

的销售活力。首先，农产品呈现的形式不够鲜活。县级融媒体中心通常采用传统的采编方式，在镜头中

流水线展现农产品外观、基本信息等模版内容，无法带给用户新的视听体验。其次，农产品带货的方式

不够吸引人。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直播带货时，对农产品进行常规介绍，未灵活运用限时发放优惠券、福

利包等营销手段，难以调动用户的购买意愿。第三，农产品“出圈”的内容与用户链接不够强。在打造农

产品“出圈”内容上，县级融媒体中心未能有效结合故事营销、情感营销，缺乏爆款内容。 
(3) 人才结构过时，电商发展支撑弱 
人才支撑是数字乡村建设、农村电商发展的“源头活水”。在助力农村电商发展中，县级融媒体中

心面临人才结构过时的困境。一是传统人才技能固化。其从业人员大多来源于报社、电视台，首要掌握

的是新闻写作、摄像剪辑等传统技能，难以掌握平台算法、用户行为分析等数字技能。二是新型人才储

备不足。鉴于直播带货是助力农村电商的主要形式，“主播”的显著作用日益突出，目前县级融媒体中

心缺乏反应速度快、捕捉卖点准、直播节奏稳、个人网感强的带货人才。三是复合人才培养断层。县级

融媒体中心助力电商发展，对从业者提出双重要求。他们既要了解农产品生产、品控等相关知识，又要

擅长平台营销，能够激发用户购买行为，但其暂未建立起复合人才的培养机制。 

4.3. 市场竞争难突围，运营经验不充足 

(1) 流量获取成本高，用户留存难度大 
在电商发展中，流量是必备要素之一。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流量获取的成本较高、用户留存能力

弱、流量难以转化为利润。第一，从自身移动端来看，其受众群与快手、抖音、小红书相比，相差甚远，

影响力有限。第二，从公共媒体平台来看，具有较高公域流量池的平台，接入电商的手续较为繁琐，并

且平台所供给的流量绝大取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支付的流量成本。第三，流量难以实现有效转化，导致

农产品内容传播面不广、收看量不高、购买用户少。 
(2) 电商运营经验少，流量转销量困难 
持续的运营服务能力，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对接流量平台的重要环节，是县级融媒体在流量竞争中夺

取优势地位的基础[12]。与专业公司相比，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店铺运营、产品运营、活动运营上缺乏经验。

在网店运营上，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网店产品更新、订单处理、售后服务、页面设计等方面经验不足。

二是产品运营，县级融媒体中心缺少准确分析平台同类商品的能力，对于产品上下架、定价、促销等也

把握不足。三是活动运营，在公共平台开展“双 11”“618”等大型电商活动时，县级融媒体中心难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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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狂欢中脱颖而出，缺乏差异性策略；在自身的带货直播间中，未结合创意活动，难以实现良好的运

营节奏。 
(3) 农产品标准化低，品牌价值易缺失 
农产品标准化是农业深度融入数字经济的关键环节，更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

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面临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同品不同质的难题，主要体现为农产品大小不一、成

熟度不一、损伤不一。而此难题如不妥善解决，将会影响产品与媒体的发展走向。对产品而言，其面临

被广大市场定义为“问题产品”的风险，削弱品牌价值。对媒体而言，产品的质量与媒体公信力息息相

关。农产品发货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等问题，会造成消费者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认可度、信任度降低，

影响县级融媒体中心自身发展。 

5. 对策 

5.1. 优化工作机制，构建协同治理模式 

(1) 明确角色定位与权责划分 
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农村电商是事业单位在体制管理下，把握住了媒体改革的时代契机，创新发展

运营机制的深刻体现。针对其现阶段资源调配较僵化、事业市场难平衡的困境，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

施。一是明确角色定位，增强工作灵活度。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坚持事业单位属性的前提下，应当致力达

成事业、产业的双轮驱动，促进现行做法在合理范围内转向准市场化。例如，建立电商“白名单”，将直

播助农等活动纳入名单之中，压缩决策周期。二是明确权责划分，规避事企结合的风险。县级融媒体中

心应明确职责边界，制定详细的责任清单，厘清各部门在内容创作、审核、发布、互动等环节的权责。打

造事业编制团队与市场化团队双轨发展模式，事业编制团队植根政策解读、新闻报道等工作、市场化团

队主攻直播带货、产品包装等经营性业务。另外，还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为农产品质量背书，

降低信任危机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冲击。 
(2) 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 
为高效助力农村电商发展，县级融媒体中心要有县域“一盘棋”的思想认识，积极打通单位内部和

跨单位合作两条线路，实现内外双驱，从而改善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职能仅简单叠加、外围运行不流畅

的现状。首先，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要协同。建设数据集成平台，整合内容生产、电商运营、用户分析等

工作板块，将农产品推广工作拆解为采编、技术、运营等子任务，彼此数据实时共通，打破部门壁垒，从

而提升协作效率。其次，县级融媒体要与其他单位形成外部联动。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透明下，搭建数据

交换平台，对接农业农村局获取生产数据，联通市场监管局的质检平台调取产品信息，接入商务局的监

测系统掌握电商动态。 
(3) 优化管理考核体系 
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助力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政策执行浅层化的困境，缺乏切合本地的

政策解读、助推电商发展的系统规划。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应通过优化管理体系，以科学准确的绩效

呈现员工的内容生产贡献，激励新闻生产，增强改进力度[13]。一是针对相关政策解读，建立以用户满意

度、传播效果与服务效能为核心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并根据县级融媒体中心类型与发展特点，设计差

异化的指标与权重，避免“一刀切”。引导县级融媒体中心结合政策原话 + 本土方言 + 趣味讲解，切

实达成政策上传下达、入脑入心的目的。二是针对相关政策执行，设置系统化的管理体系。在电商推广

上，推行“项目化”管理，对农产品的品牌培育、市场拓展、成果转化进行统筹设计，推进“基础绩效 + 
传播效能奖励 + 产业带动奖励”三阶梯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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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实施内容垂直化与人才振兴战略 

(1) 建立“三农垂直内容矩阵” 
内容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生存之本，而在其助力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内容同质化、资讯

泛化等问题，应当进一步深耕“三农”内容。一是结合地方特色资源，让内容接地气。围绕农业技术、农

产品营销、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形成体系化、品牌化的传播矩阵。通过挖掘地方特色农产品，结合地方

文化，使农产品的推广内容具有地方亮点，与其他地区的同类产品形成差异。二是，立足地方人民群众，

让内容懂民心。采取地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紧密结合其需求，让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地方人民群

众形成共同体，在认知上共同、情感上共鸣。三是深耕专业领域，让内容更精准。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开

启独立板块，针对当地农业发展、农产品电商推广，制作专题化、结构化的专业内容，把故事讲深讲透，

让专业内容朝在地化、亲民化、精准化转型。例如，永仁县融媒体中心坚持围绕“建设成林果产业强县”

目标，针对性地推出了“寻源、捕风、自得、知味、踏印”5 个系列宣传，立体展现永仁的历史文化、民

族风情，从而推动全县林果产业从种得多、卖得了转向种得好、卖得多。 
(2) 推行“双轨制人才培养” 
为解决县级融媒体中心传统人才技能固化、新型人才储备不足、复合人才培养断层问题，县级融媒

体中心可推行“传统转型 + 新型孵化”的双轨制人才培养模式。首先，针对传统人才，开展数字素养提

升工程。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整合与利用资源，开设平台算法解析、用户行为分析等入门课程，推动采编

人员学习数字技术。其次，针对新型人才，把握好“引入”与“培养”两个抓手。县级融媒体中心要突出

平台优势、灵活制度优势，让新型人才能来、愿来。还可通过设置“实战孵化基地”，通过流量分成的激

励机制，培养现有人才转型。第三，针对复合人才，建立长期培养机制。县级融媒体中心可持续推进“田

间学院”“电商训练营”，持续培养懂农业、会业务、精数据的复合型人才。除上述社会人才外，还可开

展高校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产学研合作，建立定向人才培养与实习基地，完善人才晋升通道与激励政策，

吸引新型人才扎根基层，创作精品。 
(3) 创新主持人 IP 化路径 
在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电商直播中，主持人担当着多重角色，是关键所在。而传统主持人碍于常规

观念限制，转型较为困难。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当根据本地特色与目标受众，塑造个性鲜明、有影

响力的主持人 IP。首先，从人设打造来看，县级融媒体中心要确立主持人核心人设，如“助农新达人”

“乡村推荐官”“寻茶官”，增强主播人的说服效果。其次，着力于场景设置，打造主持人立体 IP，配

套“田间 Vlog + 原产地直播 + 溯源短剧”的内容组合包，让主持人有效贴近群众，凝聚群众。永仁县

融媒体中心的主播们在春节、赛装节等传统佳节消费节点，走进采摘园、产业园，并开展系列直播活动，

从而让其直播间接地气、有亮点。再次，实现地方农产品和主持人的双向联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联

动本地企业打造“IP 专属产品线”，开发主持人联名款农产品包装，推动主持人的人设即品牌、流量能

变销量。 

5.3. 构建私域流量池与信任共同体 

(1) 差异化内容破局流量垄断 
农产品电商竞争激烈，千篇一律的内容无法吸引用户注意，甚至会反向引起用户的抵触情绪。县级

融媒体中心要突出重围，必须打造差异化内容，用新意讲好农产品故事。一是植根地方文化、地方生活，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视频内容，让用户了解农产品背后的故事，实现农产品附加价值提升，比如安吉县

融媒体中心，其以当地独特的农产品生长环境为主线，融合传统节气、烹饪技巧等内容，让农产品蕴含

的文化价值被用户接收，卖故事助推卖农产品。二是结合热门话题、流行趋势，创作与热点相关的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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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通过热门背景音乐、特效，寻找与农产品匹配的流量风口，策划农产品营销。三是重构叙事方式，

创新消费场景。通过农产品知识竞答、“你问我说”等方式，将以单向输出为主优化为双向互动共存。还

可通过原产地沉浸式直播，增强对用户的感官冲击。 
(2) 搭建县域用户社群网络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优势是贴近基层、贴近乡村、贴近群众。在其助力农村电商向外发展时，也应关

注地方群众需求，搭建好县域用户的社群网络，让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当地群众服务能落到实处。一方面，

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在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过程中连接本地用户。针对性提出农产品在当地传播的策略规

划，绘制当地农产品的时令地图，为本地用户提供购买指导，定期举办促销活动、用户见面会等互动活

动，强化用户参与感与认同感。例如，霍山县融媒体中心打造了“霍货有名”县域融媒电商平台，常常进

行当地会员福利购活动，以优惠价推销其特色产品用户，当地用户在会员福利购专区选择所需购买的产

品，下单后到线下霍货有名旗舰店提货。另一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可收集本地农产品一线种植的相关

信息，了解本地实际情况，从而合理调整农产品销售模式、定价，通过打破信息差，切实解决农户销售

难、利润低等问题。 
(3) 公信力背书强化信任度 
用户对产品信任与否，是影响用户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与当地政府部门、知名

企业、社会组织合作，提升县级融媒体内容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一是完善质量管控体系，政府监管 + 媒
体自检 + 专业机构检测，以严苛品控强化公信力背书。二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发布经权威检测、真实

的农产品、用户评价等信息，帮助用户建立品牌信任。通过记者实地探访、专家连麦答疑等方式，缓解

用户对农产品的信任焦虑。 

6. 结语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等上层战略落地基层的重要载体，本文以县级融媒体中

心助力农村电商发展为例，系统分析其动因与困境，并就对策作出初步思考。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

农村电商发展，应构建协同治理的工作机制、推动内容垂直与人才振兴、构建私域流量池、打造信任共

同体，从而突破现有瓶颈，提升媒体助农质量，让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赋能乡村全面

振兴、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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