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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朱溪镇官屋村共富生活委
员王丹都要在朱溪镇与县城之间往
返，三十多公里的路，她一趟趟，带着
农产品进城。

原先，她是个从上海返乡的生意
人。在上海做了七年酒店管理，2014
年回到仙居开起了烧烤店。这些经历
让王丹的朋友圈变得格外庞大。“光
是烧烤店的客户群，我就有三个，每
个群五百人。”

去年，王丹与镇里其他几位共富
生活委员共同组成了“乐享朱溪”的
六人团队，一方面将杨丰山大米等农
产品卖到神仙大农去，一方面拍摄起
了朱溪镇的美景，制作短视频，宣传
朱溪镇。

“干着干着，我们就从宣传朱溪
这个大的方向上，锁定到了为朱溪农
产品代言。”王丹说，现在她自己也做
视频号，拍短视频，团队六个人都利
用朋友圈、抖音号发各种带货信息。

团队六人数量庞大的微信好友
为他们带货农产品提供了巨大助力。

“线下带货的量非常大，应季果蔬上
市的时候，每天都是几千斤的销售
量。”

在王丹的朋友圈里，时不时出现
朱溪本地板栗、本地老姜、甜玉米等
农产品。“朋友圈打打广告，订单可不
少，每天往返城乡之间，有时候订单
多了，车子装不下货，来来回回地跑，
最多的一次跑了六趟。”王丹说。

“我们一直坚持助大农。”陈玉琴
说，同样是共富生活委员，相较于陈
伟亚和陈玉琴，她更加倾向于线下，
这也与朱溪镇的自然条件有关——

朱溪镇是农业大镇，拥有非常丰
富的农业资源，耕地总面积为 13016
亩，其中水田面积为12138亩，各类农
产品的种植面积都不小。

每逢各类农产品上市，王丹就要
赶时间，赶收获，对接各类批发商，忙
着在朋友圈打广告，在各种群里发信

息，进行订单汇总。
“前阵子，甜玉米成熟了，我们都

在跟时间赛跑，两个星期的采摘期一
过，玉米就要烂在地里。”王丹说，现
在卖得最多的是甜玉米还有芋艿。

“不管是仙居县城的订单，还是

椒江、黄岩、路桥的订单，我们都
是亲自送货上门。”如今，王丹的两辆
私家车都用来当送货车了，如果遇到
两三千斤的大订单，他们就找物流帮
忙送货。

“不久前，有个杭州的订单，要买
三千多斤甜玉米，我们四个共富生活
委员通宵打包，从下午五点干到凌晨
四点，直到将玉米都装上车，我们才
回家。”

自成立“乐享朱溪”团队以来，王
丹他们覆盖了19个村的农特产，销售
总量达到五万余斤，销售额达三十余
万元。

现在的生活对王丹来说非常忙
碌，不仅要对外推荐朱溪农副产品，
还要点对点向农户推出种养殖建议
清单。

问及未来是否会考虑开启直播
带货，她坦言，“接下来我们会扩充

‘乐享朱溪’团队成员，腾出更多的精
力做好‘线上+线下’助农工作，一起
把农产品带出大山，打响朱溪品牌。”

仙居有群仙居有群““神通广大神通广大””的共富生活委员的共富生活委员
卖山货卖山货 开直播开直播 助增收助增收

埠头镇有个“村姑”，叫徐伟亚。
收货、直播、打包……从凌晨到

深夜，她忙碌的生活背后，承载着村
民们沉甸甸的期盼——把山货卖出
去。

“我自己也没想到，当共富生活
委员之后，我的生活会发生这么大的
变化。”徐伟亚说，这一切，还得从
2020年说起。

徐伟亚原先是埠头镇的一名普
通梅农，每年杨梅季都要为卖杨梅烦
恼。“那个时候看有人直播带货，我就
想着为什么不自己试试。”

2020年的杨梅季，她开始了直播
卖杨梅，并为自己取了个接地气的名
字，叫“村姑”。

一开始直播间停留的只有两三
个人，但是来看过的有两三百人。“我
就想着，这两三百人看过我的直播，
也很不错了再坚持坚持！”

坚持开直播，人再少，她的话从
不落下。那年，她通过直播，杨梅销量
达到四万六千元。

对着手机说说话，就能卖杨梅？
很快，周边村民得知这事，2021年，不
少人找到了徐伟亚，请她帮忙卖杨
梅。“那年我帮大家卖杨梅，卖了29万
多元。”

杨梅季过去了，村民家里玉米成
熟了、芋头成熟了，都来找徐伟亚，渐
渐的，村姑直播间卖的东西也多了起
来，应季瓜果蔬菜、各类土特产琳琅
满目。徐伟亚“村姑”这个名号也越来
越响亮。

2022年，徐伟亚成为了仙居县首
批共富生活委员，有了这个身份，她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两年过去，她的帮扶对象早已从
周边村民拓展到全县的高山农户，谁
家农产品销售有困难，都会给她打电
话。“现在每场直播销售额基本上都
接近两万元，还有些村民会带着家里
的山货送到我这儿来。”

产品一多，徐伟亚的直播时间
就长了，原先五六个小时的直播，要
延长到八九个小时才能把乡亲们的
货卖完。“我感觉身体吃不消，所以
每天就只卖五十位农户的产品。”徐

伟亚说起了前不久的一件事，有些
哽咽。

今年九月，徐伟亚像往常一样，
早上六点钟来到工作地点，准备半小
时后的直播。让她没想到的是，直播
间门口，有五六十位村民早早排起了
长队，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顶
着花白的头发，每个人身边放着各式
农产品，用蛇皮袋、竹篮子、塑料袋等
装着。

“他们都是高山上下来的，半夜
就来排队了，深怕赶不上趟。”徐伟亚
说，“我开车上山都要一个多小时，他
们从山上下来，要更长时间，真的看
着于心不忍。”于是，徐伟亚决定，上
午直播，下午上山收货，再不让乡亲
们排队送货。

徐伟亚有一辆大众越野车，每天
她就开着它辗转各个山头，农户们将
自家的产品装在袋子里，包装上写上
价格，徐伟亚收了货就将钱结给他
们。收的最晚的一次，晚上十点半她
才回到家。“车都快装不下货了，明年
卖完杨梅，我就可以换一辆更大的
车，装更多农产品。”

接送货、开直播、请员工……每
年为了给乡亲们带货，徐伟亚要倒贴
不少钱，这笔账，她算不清吗？

“这从来不是算账，看到他们拿
到钱的开心和激动，我觉得很值。”徐
伟亚又说了一件事，之前有对老夫妻
带了红薯粉、红薯面来卖，拿着两千
六百元的货款，夫妻俩说着，“原先都
靠儿女的钱，舍不得花，也不敢花太
多，想吃面食，也不舍得买肉做。这钱
是我自己赚的，现在我就要去超市买
肉，多包一点，吃不完的放冰箱，每天
都吃上一顿！”

这就是她的意义。
“当共富生活委员之前，看到村

民在种地，我也没什么想法，现在看
到村民在种地，我想着他们今年收成
怎么样，有销路了吗？不自觉就要替
他们操心。”如今，徐伟亚还拍起了短
视频，“我想让更多人知道这里有个
渠道可以把家里的农产品卖出去，尤
其是高山上的偏僻人家，希望能帮助
他们解决问题。”

溪港乡百花村，坐落于高山之
上，是仙居最西边的村落之一，也是
陈玉琴的老家。

陈玉琴，百花村共富生活委员，
是名“90”后。

“我是留守儿童，小时候跟外公
外婆生活在一起，和他们的感情很
好。”陈玉琴说，长大后，她就外出闯
荡，和老公创业做电商，积攒了二十
万的粉丝量。

“去年，外婆突然离世，我找遍手
机相册，竟然没有一张外婆的照片。”
这让陈玉琴萌发了返乡的念头——
拍摄家乡，记录村民的生活。

今年，陈玉琴回到百花村，举着
手机扫村，拍摄村里老人的生活。

“拍着拍着，我发现山上有这么多这
么好的山货，这些对城市里的人来
说是高山绿色产品，但是对山里老
人来说是吃不完的，要浪费的东
西。”

今年三月，陈玉琴注册了“浙里
有山货”的抖音账号，展示山上的农
产品，为村民提供销售平台。乡里知
道她有电商基础，就请她担任村里的
共富生活委员。

即便有着二十万的粉丝基础，直
播初期也并不容易。

“一开始我只能卖亲戚跟邻居的
山货，因为村民对这个事情是不看好
的，他们没想到大山里的东西能卖出
去。”陈玉琴说，

四月份，村里的一位大妈，给了
陈玉琴三颗莴笋，让她自己吃，还说，

“你要是卖的话就不给你了。”当天晚
上陈玉琴就把这三颗莴笋放到直播
间卖掉了。

“大妈！昨天你给我的三颗莴笋
我都卖掉了！你再去地里摘些，我都
给你卖掉！”听陈玉琴说完，大妈还是
不信，于是就拿着黄豆、莴笋、芥菜，
问，这些也能卖？

““村姑村姑””直播火了直播火了

““那就向山走去那就向山走去””

“真的都卖掉了！”第二天村里就
传开了，阿公阿婆把家里的梅干菜、
笋干都拿过来卖，之后半个月时间，
百花村里六七十位老人的存货都卖
得差不多了。

“村里卖得差不多了，周边的村
干部跟共富生活委员就联系上了我，
希望我给周边的村子带带货。”从百
花村到周边村再到全乡，如今，陈玉
琴已经开始为周边乡镇的土特产带
货。

“之前去安岭乡横岭村，村里有
位七十多岁的大伯，说家里有土猪腊
肉，问我能不能卖。”陈玉琴回忆，“当
时我把腊肉卖了，将所得的3648元交
给大伯的时候，他满含泪水，说这个
钱拿到手，明天就能去买药吃了。”

“在安岭乡立胡坑村，有个阿姨
腿受伤了，六十多岁，不好出去干活，
她在网上了解到我是助农主播，为了
我特意在村里装了宽带，等我过去直
播。”

从陈玉琴的口中，一个个故事娓
娓道来。

方山村、曹山村、对山村，每一个
带“山”字的村，都有不少令人心酸的
故事。“对山村有位六十多岁的大妈，
挑了八个蒲瓜，走了一个小时来我们
直播间卖，蒲瓜卖两块钱一斤，那天
也没卖多少钱。”陈玉琴说，“山不向

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
“山上的村民们原先没有往外卖

的概念，如今他们也会每天给我打电
话，家里板栗成熟了，家里玉米成熟
了……接到电话，我就会上山收货。”
陈玉琴笑着说，如今，她线上线下销
量达到了两万多单，销售额达一百多
万元。

除了为农户们增收，“带货”对陈
玉琴来说，还有别样的意义。

百花村有位天友奶奶，家里有很
多梅干菜、笋干。“当时刚起步，没有
帮她卖出去一单。”陈玉琴走的时候，
天友奶奶握着她的手，说“妹啊，下次
再来啊。”

过了两个月，陈玉琴再去的时
候，把她家的所有产品都卖完了。“她
拉着我的手说，宝贝啊，钱不用这么
多给我，你留点，自己用。”陈玉琴说，
她是需要有人陪伴，就想着我们过去
看她，陪她一会，说说话。

在陈玉琴最近的短视频里，她拿
着厚厚一沓钱，发给村里的老人们，
她说想通过更加多样的方式吸引人
注意，让更多人看到山里的老人们，
看到农村的好产品。

“我们不单单要把村里的产品卖
掉，还要把产业做起来，以助农为切入
点，把好山好水的故事讲好，从卖农产
品，到卖文化、卖风景。”陈玉琴说。

““赶时间赶时间，，助大农助大农””

埠头镇共富生活委员徐伟亚在埠头镇共富生活委员徐伟亚在““埠八样埠八样””一号共富工坊公益助农一号共富工坊公益助农

仙居县开展共富生活委员座谈交流会仙居县开展共富生活委员座谈交流会溪港乡百花村共富生活委员陈玉琴帮助村民直播卖溪港乡百花村共富生活委员陈玉琴帮助村民直播卖““山货山货”” 横溪镇共富生活委员在共富流动集市上销售农产品横溪镇共富生活委员在共富流动集市上销售农产品

2022年，仙居县为帮助山区农户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让山沟里的土特产走出深山，探索设置乡村“共富生活委员”之时，很多人还有疑问：这群顶着“共富生活委员”新名头的人 ，能干出什么实事？

2024年，327名共富生活委员走村访户，对接神仙大农等本地产销平台，开展网络直播带货，不断延伸服务内涵，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农村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他们的成绩也许用几个数字能体现——

全覆盖全县306个行政村的“共富生活委员”们，累计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1亿多元，解决剩余劳动力和低收入农户就业1万多人。

他们的成绩，也许用村民的话语能表达——

“原先家里的番薯面、笋干做起来，只能自家吃，吃不掉的就只能放着坏掉。现在，通过共富生活委员的对接，山货能进城售卖，我们有了收入，太好了。”

“我家十万多斤土豆滞销，他们帮我解决了销路，全部卖出去了，共富生活委员真的是‘神通广大’！”

朱溪镇共富生活委员朱溪镇共富生活委员““乐享朱溪乐享朱溪””
团队将玉米打包装车团队将玉米打包装车

安岭乡共富生活委员帮助春茶采摘安岭乡共富生活委员帮助春茶采摘

淡竹乡开展共富生活委员选品售货业务培训会淡竹乡开展共富生活委员选品售货业务培训会

下各镇举办共富生活委员直播带货技能擂台赛下各镇举办共富生活委员直播带货技能擂台赛

步路乡举办共富生活委员直播带货擂台赛步路乡举办共富生活委员直播带货擂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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