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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雨下得勤，文化
广场边上的草又长疯了，有时间
咱一块儿去收拾收拾。村边的路
让雨冲得坑坑洼洼，也得垫垫
了。”绕着村里走了一圈，石培
梅眼里的“活儿”不少。拿起手
机，她在微信群里招呼了起来。

石培梅是盐山县小庄镇西璋
壁村老太太服务队的队长。伴着
她的消息发出，“没问题，我能
参加”“我也没问题”的回复不
少。

“别看俺们是老太太服务
队，但干起活儿来，一点儿不比
年轻人差。上次一块儿打扫广
场，天忒热，也没人叫苦抱屈
的，都比着谁干得更多、扫得更
干净。”聊起队员们的支持，石
培梅打开了话匣子。

她说，老太太服务队成立于
2017年，发起的初衷，就是想
为村里做点儿事儿。

“俺村村风淳朴，爱助人为
乐的人不少。当时，有一个热心
肠的村民找到我，提议能不能给
村里想个事儿干。”石培梅一合
计，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就剩一
些妇女姐妹们留在家里，如果能
带动起来，将是不小的力量。

“姐妹们都是过日子的一把
好手，但平日里，就是接送个孩
子、做做饭，不如把空余时间利
用起来，发挥余热，做点儿力所
能及的事儿。”把想法和村干部
一说，村“两委”大力支持。大
喇叭一号召，30多名老太太报
名。就这样，老太太服务队成立
了。

服务队成立后，首先把志愿
服务的重点，确定为村里的孤寡
老人。

买菜做饭、打扫卫生，陪老
人们聊天解闷，将老人几十年没
拆洗的被褥全部拆洗一遍，自发
从家里拿来新被面替换，还有志
愿者义务入户为老人理发……由
于缺乏照顾，这些孤寡老人家不
乏脏乱差的情况。但队员们没有
嫌弃，人人尽心尽力，让孤寡老

人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在老太太服务队的关心下，

西璋壁村的孤寡老人不光生活条
件改善了不少，就连精神面貌也
有所提升。

有一户孤寡老人，以前不会
做饭，靠着亲戚送饭接济。老太
太服务队上门为他做饭后，老人
在旁边瞧着、学着，也主动学会
了蒸馒头。还有一户有精神疾病
的兄妹，平日里不与邻居交流，
服务队坚持到家中打扫卫生，他
们也慢慢和大伙儿亲近了起来。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对于
孤寡老人而言，老太太服务队的
关心，就像一道光，照进了暗淡
的生活，让他们感到了温暖，看
到了希望。如今，一见到穿着红
马甲的队员们走进家门，老人们
就很开心。

关心孤寡老人，还在潜移默
化中涵养了助人为乐、尊老敬老
的文明村风。“大伙儿参加服务
队，对孤寡老人和睦，在自己家
中，更是尊老爱老。无论是婆媳
关系还是邻里关系，都处得特别
好。”

志愿服务的热情愈发高涨，
在建设美丽乡村中，老太太们同
样没有落后。

阴天下雨，冲得道路坑洼
不平，队员们纷纷拿着铁锹，
平整道路方便出行；广场边的
杂草不少，影响村容村貌，队
员们一点点儿将它铲除，耐心
又仔细；每个月定期清扫街
道，也是必不可少的志愿服务
活动……如今，在西璋壁村，
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的老
太太服务队已成了助力乡村振
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人老了，心不能老。别看
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可只要还能
做事儿，能做一点儿是一点儿。
这两年，还有不少年轻人也加入
到我们服务队。接下来，我们还
要坚持志愿服务，帮大伙儿提升
幸福感，也让老人们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石培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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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梦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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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地点从地头到镜头
种植达人加入线上赛道

上午 10点，肃宁县梁家村镇梁子
采摘园的直播间里，“肃宁嘟姐”都小
伏正对着镜头热情、自信地展示着各
种农产品。

都小伏和梁小涛自 2012年就开始
经营采摘园，种植甜瓜、西瓜等瓜
果。2013年开始，梁小涛潜心研究无
花果种植技术，在特色种植领域有了
一席之地。凭借着优质果品种植，他
们还将鲜果批发做得风生水起。生意
红火时，除了在河间、肃宁等地有多
家鲜果店，还在北京新发地市场开了
门店。

没想到，本来不愁销的无花果，
在疫情期间，竟在销售上让他们犯了
难。

“实体店都关门了，可咱这果实不
等人，怎么办？”焦虑之余，夫妻俩将
目光瞄向了线上短视频平台。“大伙儿
都在家里出不了门，线上的人数一天
高过一天。”

短视频平台的火爆，给了他们灵
感。本是在平台上浏览短视频休闲的
他们，决定开辟账号，在线上做生意。

“没想到，农产品很受大家欢迎。
我们拍了一些无花果的视频，非常受
关注，吸引了几百个粉丝。”有了粉丝
基础，都小伏尝试着走到镜头前，通
过直播销售无花果。

“做直播，无非就是将分享的舞台
从线下转到线上。”面对镜头，都小伏
游刃有余。这些年，梁小涛主外，去
全国各地学习先进技术，打理鲜果商
店。而家中的采摘园，全靠都小伏

“坐镇”。顾客来采摘买果，都是她热
情接待、耐心介绍，销售本领早已驾
轻就熟。

将销售地点从地头搬到镜头，虽
是初步尝试，但伴着四通八达的电子
网线和交通网络，采摘园的无花果卖
到了全国各地。

“刚开始时，我们的无花果卖得比
较优惠，来吸引顾客和粉丝。因为品
质有保障，所以复购越来越多，粉丝
也不断累积。有了第一次下单，就有

第二次、第三次。”为了培养消费者线
上购买农产品的习惯，他们还在直播
中不定期赠送农产品。人们收到了
果，不光在平台上反馈良好，还成了
忠实粉丝，后续相继购买，黏性越来
越高。

专注农产品电商
创新包装保品质

随着粉丝量增加，自家产品渐渐
满足不了销售需求了。一番商量后，
两人明确分工，都小伏紧盯直播间，
梁小涛则去全国各地挑选优质农产品。

“水果的季节性比较强，粉丝量上
来了，供不上大伙儿吃的，我们就开
始增加其他农产品品种。”

将直播的领域瞄向农产品，源于
对土地的热爱。

夫妻俩在农业摸爬滚打多年，种
地有多不容易自不必说，多年外出学
习，让梁小涛有幸结识全国各地的农
民，更明白大伙儿盼个好市场的急切
心理。“都是倾注了心血精心管理出来
的好产品，有线上平台作支撑，面向
全国各地销售，咱还能掌握一些市场
话语权。”

但做农业电商不比其他的日用消
费品，果品采摘急、保鲜期短，快递
运输更不方便，哪一项都不好把握。
为了保证好品质，他们不光从品控上
严把关，在快递运输上也没少费心思。

最初，包装农产品用的是普通的
两三层瓦楞纸，可发出去的快递，经
过多环节运输，破损的不少。没有外
壳的保护，里面的农产品也难以幸
免，着实愁坏了他们。

痛定思痛，梁小涛买来各种包装
箱做起实验。两三层的不行，他就用
五层厚的纸，还根据每种农产品的重
量、大小，设计了正方形、长方形、
圆形等不同形状的包装箱。根据不同
农产品的耐运输程度，他们还摸索出
了多种安全包装方法。

可如此包装，也就意味着发货成
本不断提升。有时候，刨去包装、快
递等成本，一单农产品也就赚几毛钱。

“从做线上之初，我们就决定以
质、以量取胜。虽然成本高了，但赔

付率却低了，现在，俺家粉丝的黏度
达到 90%以上，回购率也达到了 90%
以上。”只要粉丝满意，他们所做的一
切，都值得了。

商超的品质、地头的价格、优质
的服务，“肃宁嘟姐”得到了越来越多
粉丝的认同。目前，“肃宁嘟姐”直播
间的粉丝量已有120多万。

农业“大咖”跑全国
电商助农拓销路

“我们刚开始做的是门店、实体
店，就是用心做事。现在走电商直
播，虽然渠道变了，但做事的经验和
方法没变，还是以诚待人、诚信为
本。”如今，电商直播对于都小伏夫妇
而言，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是一份
倍加珍惜的事业。

随着影响力扩大，“肃宁嘟姐”不
仅被不少特色农产品基地熟知，各地
政府和农户也纷纷向她抛来“橄榄
枝”，邀请她前去助农。

“很多地区有物美价优的农产品，
但因为区位、交通、市场等因素，销
售市场有限。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平
台，也想助一臂之力，把优质农产品
推介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因为自己
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只要当
地政府或农户相邀，他们就乐于前
往，积极助农。

前两年，山西的农户求助——当
地藜麦品质虽好，却因为市场上鱼龙
混杂而滞销。接到求助后，两人当即
带团队赶到，开展了两天的助农行
动。由于粉丝黏度高，第一场直播带
货，就卖出了近 10万元钱的藜麦，一
下子便打开了销路和知名度。

像是这样的公益助农行动，还有
很多。这几年，他们的足迹遍布山
西、陕西、四川、云南、江苏、安徽
等多地。

帮助别人，也成就了自己。在助
农的同时，“肃宁嘟姐”的名气越来越
大，由于推荐的产品丰富多样、质优
物美，口口相传间，粉丝群体也愈发
壮大。

近两年，肃宁县实施“电商兴
县”战略，他们还受邀分享自己的电
商从业经历，作直播示范，为新人主
播们“打样儿”。

如今，2023国际电商生态博览会·第
二届中国北方（肃宁）电商节召开在
即，对电商从业者又是一个新的机
遇。对此，都小伏和梁小涛十分期待。

“希望咱肃宁再多增加一些可以网
上销售的农产品，强健农产品供应
链，来满足更多粉丝的需求，促进农
业产业发展。我们也想在带动更多农
户走上致富路的同时，助力‘肃宁卖
全国，全国卖肃宁’。”“肃宁嘟姐”还
要让更多土特产品变成“网红”。

日前，南皮县刘八里镇刘秀
才村的党群服务中心热闹不已，
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欢送会在一阵
阵热烈掌声中走向高潮。现场，
16位准大学生身着红绶带、手
捧鲜花，接受村“两委”班子及
村民们的祝贺与表彰。

刘秀才村是刘八里镇远近闻
名的文明村，为进一步呼吁村民
重视教育，弘扬崇学向上的好风
气，村“两委”向村民代表、群
众征求意见建议后，把重视教育
的“好学风”写入村规民约。鼓
励村民坚持培养高学历人才，在
刘秀才村的积分制治理中，培养
出一名大学生的家庭，当年可获
得 30积分，在年底评优评先时
更具竞争力。

进一步加强与在外人才的联
系，增强高校学子对家乡的归属
感、认同感，自 2021年起，刘
秀才村开始举办大学生欢送会，
为当年考上大学的孩子准备礼品
和欢送仪式。3年来，已有46位
学生参加欢送会。

“第一年参加欢送会时，我
才上高一。看着台上的哥哥姐姐
们身着红绶带，自信地接受祝贺
表彰，我很羡慕，努力学习的劲
头儿更足了。今年，我考上了理
想的大学，也站到了台上。进入
大学后，我会继续在学习上深
造，学好知识，更好地为家乡、
为农村服务。”今年的新大学生

代表宋雅丽说。
“弘扬好学风，是我村推进

乡村治理的一个创新举措。通过
欢送新大学生，不仅让村民们看
到了重视教育结出的硕果，还将
十几个家庭紧紧团结在了村‘两
委’周围，凝聚更多力量，推动
村中工作开展。”村党支部书记
郑俊法说，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
的力量，今年，这些新大学生利
用暑期积极协助村“两委”工
作，在电子信息操作方面帮了大
忙。

“这些志愿服务经历，也帮
助他们知乡音、懂乡情、报乡
恩。特意组织欢送会，也是想叮
嘱孩子们学业有成后不忘回馈社
会、助力乡村振兴，用所学知识
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郑俊法
说，随着重视教育的好村风愈发
浓厚，近几年，刘秀才村还培养
出了10个硕士研究生。

“看，这儿的苹果、梨都没套袋，怎
么也没让鸟啄了呢。”“哎哟，这个甜
啊，跟咱小时候的苹果味儿一样。”周末
一大早，沧县神然生态园就热闹了起
来。果园里，游客边采摘，边分享新发
现，处处透着一股新鲜劲儿。

“咱这园子的水果，主要是为了供大
伙儿采摘，所以怎么好吃怎么管。不套
袋，这果子从小到大都能‘沐浴’阳
光，甜度更高、口感更好。”游客们摘得
乐和，生态园负责人孙良君更是兴奋不
已。

原来，这不套袋的管理技术，是他为
了产出优果，特意进行的绿色实验。

“给水果套袋，虽然能让果实均匀着
色，切断病虫害对果实造成的直接影
响，但同时也影响了果实品质。”孙良君
说，套袋虽然保障了果品的外观品质，
但妨碍了阳光照射，果肉的口感和甜度
都有所下降。

为此，今年他特意选出几个品种进
行不套袋管理。在这个过程中，为了
解决虫害和鸟害没少费心思。

“果品不套袋，鸟儿看得一清二
楚，而且还特别聪明，专挑要熟的
吃。”先前，孙良君尝试了驱鸟器、电
子鞭炮等多种工具，虽然初期有些效
果，后期鸟儿习惯了，变得无济于事。
今年，一直精通中草药知识的他，想到
了用樟脑丸和薄荷冰片的气味驱鸟。

“我们把樟脑丸和薄荷冰片挂到树
上，再用矿泉水瓶倒扣上，减少雨水的
冲刷。每棵树放的量不一样，驱鸟效
果也不太一样，目前来看，大部分树
上的驱鸟效果都不错，果子比较完
整。”

不仅如此，由于薄荷的气味也不
受蝴蝶欢迎，今年，来果园产卵的蝴蝶
也少了，虫害大大减轻。

采用不套袋管理技术，再辅以中草
药驱虫、驱鸟良方，神然生态园产出的
果品外观不差，品质更胜一筹。如今，
这里的优质水果主攻采摘休闲市场，每
公斤卖到20元还供不应求。

近几年，东光县找王镇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种植，鼓
励农户向农旅融合转型，促
进增收。这段时间，找王镇
300多亩露天葡萄成熟，品种
丰富、品质优良，来采摘休
闲、购买的游客络绎不绝。
图为找王镇白眉张村葡萄种
植基地内，农户忙着采摘、
售卖葡萄。

田俊荣 张梦鹤 摄

““肃宁肃宁嘟姐嘟姐”：”：

镜头对准地头镜头对准地头镜头对准地头 农产品也农产品也农产品也“““网红网红网红”””
■ 本报通讯员 宋志敏 宋晓旭 李晓鹏 本报记者 张梦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