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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顺利，10月23日，
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云岩镇副
镇长王涛，会亲自押送18吨、
1600 多箱该镇刘家庄村出产的
苹果赶赴北京。这是他通过微博
吆喝卖苹果，在现实中成交的第
一张订单。“10 天时间，七千多条
转发，最终促成这一笔生意，比日
常工作繁琐多了。”王涛说。

从发布微博、回复网友询问，
到摘果、过秤、隔条、套网以及装箱
运输等 9 个环节，全部由人工操作完成。
特别是验装苹果，王涛不仅亲自上阵，每
个箱子上还贴着售出农户的姓名。“虽然
网友知道是被冰雹打过的受伤苹
果，但有皮外伤可以，重伤的
绝对不行，人家献爱心，
咱不能伤人家。”

“这还多亏
北京那边有共
识网接应，否则
光一箱一箱地统
计网友报数，把数据汇集
出来，就得占用很长时间，而且一
两个网友要几箱果子，也没法发货啊。”
王涛苦笑着说。

正是这位有2000多名微博粉丝的时髦
副镇长和女大学生村官卢延佳，通过微
博，把40多吨“受伤”苹果卖到了北京、深
圳和海口。

副镇长微博吆喝卖苹果

从10 月 12 日晚上 8 点半开始，新浪微
博上一条“副镇长吆喝卖苹果”的微博开始
被热转。实名认证博主、云岩镇副镇长王涛
在微博中说：“今天村民们含着泪告诉我，他
们还有约10万斤红富士苹果没定出去。夏天
遭冰雹袭击，果面轻度受损，果商一看达不
到商品果要求，扭头就走。全镇苹果已基本
订完，村民说这些受损苹果均价2.5元就行，
他们都是靠天吃饭呐。”王涛留下了自己的
手机号码，希望大家能传递爱心。

“平时就爱发微博，今年8月份我就发
布过一条宜川县城郊路难走的信息，关注
度很高，路面很快就修好了。”王涛说，但
他的这条“爱心传递”的微博，还是远远超
出了“路难走”那条的影响力。

当晚，仅 2 个小时这条微博就被转发
2000 多次。

第二天，王涛更新微博并回复网友说：
“说实话，我真的很惊讶，今天北京、深圳、南
京三地的网友，对我们的困难表现出了极大
的热情。买苹果的网友一定要把您的电话和
购买数量留给我，我好统计。”

就在王涛为刘家庄村的 10 万斤苹果
奔波在果园和微博之间时，内蒙古乌兰察
布后旗农民李继文也开通了新浪实名认
证微博。“往年土豆都集中成熟、集中上
市，人手难找，价格也便宜，今年我本想种
晚季土豆，能错开上市高峰，也好雇人，没
想到我的土豆丰收时，市场已经饱和了。”
10 月 19 日上午，李继文告诉记者，他家积
压了700 多吨土豆。

10 月 13 日，新浪微博的一名工作人
员得知李继文的情况后，主动跟他联系，
并替他开通了微博，短短 7 天时间，网友
转发了 99381 次，仅有的 5 条微博引来
1268 名网友关注。

13日早上7点半，王涛的微博被《领导力》
杂志社社长、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转发，并
评论说“大家帮忙吧，十万斤苹果其实一分
就没了”。王涛说他跟周志兴也仅限于微博
互粉的关系。“我经常看共识网，也时不时给
他发私信，但他不是每次都回。”

14 年前，柯受良在宜川县壶口瀑布飞
跃黄河时，周志兴任活动总指挥。“在那儿
呆了半年多，我了解那里的情况，盛产苹
果，口感好，含糖量也高。但经济落后，如果
有 10 万斤卖不出去，果农的日子会很难
过。”周志兴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定要
先转发起来。

“后来我觉得光转发效果不明显，还不
如直接买一些，发给员工当福利，剩下的让
北京的网友认购。”周志兴说，他还让网站的
编辑部主任王科力在共识网首页发布了一
条“欢迎参加买苹果助农活动”的公告。

通过微博转发，网友“大师张小样”看
到共识网愿意提供一个广告位。“我以前
跟王涛联系过‘随手送书’下乡活动，没见
过面但彼此了解。”“大师张小样”告诉记
者，随后，他设计的“购苹果4代引领时尚
潮流，买 4 箱苹果帮助无助果农”的广告
语挂在共识网首页中间位置。

物流不畅：让爱心死在路上

“北京 18 吨、深圳 7 . 5 吨、海口 10 余
吨，8 天接到订单 40 多吨，受损苹果解决
了八成。”王涛高兴地说，事情解决得差不
多了，也算没愧对“百姓大于天”这个网

名，最终还得感谢网友的爱心。
李继文微博卖土豆显然没有王涛卖

苹果那么顺畅，“都是好心人啊，但有的要
几斤、几十斤，量太小，运费又高，实在不
好寄。”19 日，50 岁的李继文依然很焦虑。
截至当晚，他今年收获的700多吨土豆，卖
出去还不到60吨。

最初，王涛和李继文一样，也面临同
样的问题。“一箱苹果20斤，50块钱；如走快
递，按 1 公斤 20 元快递费算，仅快递费就
得 200 元，物流也是同样道理，而且怎么付
款也是个问题。”王涛说，按照当地的经
验，一般按 12 吨约 1100 箱起运，一箱 22
斤，加上包装，一箱66 . 3元，再加上运费一
共77130元。

“本来我只是想自己买一点，发给员工
当福利，但12吨起运，我没有这么多员工
啊。”周志兴说，后来，他发现有不少网友跟
他一样，想买一些，但运费太高。“那干脆就
由我们先出钱，买12吨到北京，给自己员工
发四五百箱，剩下的让网友认购。”

结果又有些超出周志兴的预料，认购
总数达到了18吨。苹果用大车运到北京后，
宅急送快递公司也愿意以10元钱一箱的优
惠价，给认购网友送货上门，代收货款。

“卖苹果是一件小事，但希望通过这
件事，能给当地的果农建立一个好的销售
网络或新的销售渠道，通过这个平台，让
全国的网友实现联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深圳一位有电子商务背景的买家陈丽认
为，现有的运作方法有些不现实，因为不
可能每个城市都有像共识网这样有公信
力的公司，愿意提供一个承担风险的平
台，能让大家信任。而且苹果从采摘到运
输也需要一段时间，最终送到爱心人士手
里可能需要 10 多天。

“一谈到农民，多数人会以同情的态
度，愿意帮一把。但他们平常想吃苹果，可
能走几分钟路就能买到，这种方式就需要
网友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多数人可能一
想到这些就打退堂鼓了，其他农副产品也
是同样道理。”陈丽说。

而杭州网友“白板报”在淘宝上帮助
山东沾化的舅舅卖冬枣的经历，再次印证

了农业电子商务的最大瓶颈就是物流。
10 月 11 日，是“白板报”淘宝店开张

的第 6 天，成交记录却由 159 笔跌至 103
笔。“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快递公司停电，对
方就玩起了消失，理直气壮地让我的快件
晚发了一整天，最终只能损失几十张订
单，给客户退款；好不容易选择另外一家
快递公司，对方却不习惯用 QQ 接受订
单，我们还得自己拿钱给快递公司配个助
理。”

“白板报”在自己的博客上总结说，对于
农产品网店，货源不是问题，价格不是障碍
(因为绕开各级批发商跟消费者直接见面)，
甚至销路也不是短板，最大的问题是物流。

单靠微博难解根本问题

就在陕西宜川县云岩镇刘家庄村即
将卖出 40 吨受损苹果、安徽怀远县通过
微博求助卖石榴、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微博
帮农民卖辣椒，无数网友对微博助农满怀
希望时，四川省安岳县一名代姓女子的一
条求助微博引发的闹剧，却给热极一时的
微博助农注射了一针镇静剂。

18 日晚，一网名为“安岳柠檬求销路”
的微博发消息称，父母都是安岳县城南乡
深沟村村民，今年家里种植了几亩地的柠
檬，累计总产量 2 万斤左右。“都说安岳是
中国柠檬之都，可是丰收了却更急人啊，
去年 2 . 6 元至 3 元一斤的柠檬，今年都降
到 1 元还没人来买，晚上觉睡不着啊，恳
请转发求销路。”这位自称代述梅的女子，
还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消息一出，引起近 5 万名网友转发，
甚至引来李冰冰、舒淇、宁财神、任志强等
各界公众人物参与，两天时间被转发
49757 次。当晚，当地一家连锁超市和果儿
网就通过转发表达了收购意向。但也有安
岳网友表示：“我也是安岳人，咋不晓得这
个情况？”随后，有商家到当地探访发现，
安岳的柠檬还没大面积收摘，柠檬果都还
挂在树上。

最终，代述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她和老公都生活在成都。她最初的想

“农业大的方向、政策一时很难彻底
疏通，解决农副产品滞销的问题，我觉得
从可操作性讲，可以利用微博加电子商
务，让农民自己动手解决农副产品滞销的
问题。”在深圳经营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
陈丽认为，通过这次跟王涛合作，她觉得
具体到每家农户，只要稍微改变下观念，
就能从技术上部分解决滞销的问题。

陈丽是这次“爱心苹果”公益活动深
圳平台的搭建人之一，不仅联系了几家大
型电子商务商买苹果，还负责在深圳收
款、送货。“可能是农民接触电子商务的机
会太少，办事效率、方式都有些保守，他们
之前可能也没想过开通电子商务这一块，
否则汇款、物流都不会这么麻烦。”

“按现在通过微博直接建立联系的方
式，我跟周志兴都得先垫付一半资金给果
农，然后他们还得亲自来人押车送货。”陈
丽解释说，如果按照现在最简单的“淘宝”
方式开一家网店，然后以城市为单位，分
成不同的认购区，把农副产品的价格订
好，订好团购数量、截止日期，让买家一起
认购就行。

“比如说深圳，达到100箱就可以发货，
买家参加团购就先打款到支付宝，如果到
了截止日期，达不到团购数量，支付宝就会
自动退款。省去很多人工操作环节，而且操
作很简单，一两个小时就能学会。”

如果团购成功，即使在物流方面，陈
丽认为也能够异地解决。“对设置认购区
的城市，要提前跟当地一家快递公司达成
长期合作协议，让他们负责地接。网上团
购成功后，先用大车物流到指定城市，这
时，快递公司人员已经接到了农户一方传
给他们的当地团购用户名单，他们从物流
公司拿到货后，直接按名单送货，签收成
功，支付宝就把钱转给卖家账户。”

“这样做一是克服几斤、几十斤量小不
赚钱的问题，还能解决单件发货的繁琐。现
在为什么很多关于农副产品微博的转发率
很高，但交易寥寥，就是因为没给大家一个
清楚的购买方式。”陈丽解释说，如果先把
团购和物流的问题解决，再通过微博转发
呼吁，转发和成交记录才会成正比。

法很简单，就是
给家乡的柠檬多
找一条销路，卖个
好价钱。但她没想
到一条小小的微博

有如此大的力
量，引起这么多

爱心人士关注。
“柠檬销售都是父

母在负责，我们其实并不清楚具
体情况，微博上那张图片不是我
家乡的，那个老人也不是我的
父亲，图是从别处找来配上去
的。”代述梅说。

针对这条微博的轰动效
应，安岳县柠檬产业局也发布
了相关说明：安岳县柠檬的最
佳采摘期在每年的 10 月 20
日到 11 月 10 日，为提高安岳

柠檬的品质，该县禁止柠檬早
摘早卖的现象，也就是说目前安岳

才刚刚进入柠檬采摘销售的季节。
今年安岳柠檬鲜果产量在 30 万吨

左右，每年在广州市场销售 6 万吨左右，
国际市场则有 8 万吨左右，县内加工企业
能消化 4 万吨左右，安岳柠檬肯定不会出
现卖不出去的情况，后期价格还会上涨。

有网友在转发评论时说：“微博上说
1 元都没人要，我联系时，她又说价格还
没定，还在等收购，我觉得她这就是一种
促销手段，把网友的爱心当成了商机。”

福来品牌营销顾问机构董事长娄向
鹏分析称，农产品丰产不丰收、增产就难
卖是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年年出现，
只是品种轮回。从绿豆、大蒜到猪肉、土
豆，从北方的苹果到南方的香蕉都是如
此。网友的热心、超市的对接固然可以缓
解燃眉之急，但物流体制不健全，不把小
农经济整合成市场化的企业经济、产业经
济，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正是通过微博给我们带来的甜
头，更加让我们感到以前不重视信息流
通的切肤之痛。特别是一些季节性农副
产品，如果在种植时没有信息指导，那
在播种时就埋下了滞销的祸根。信息不
畅通，光靠网友的爱心解决不了长久问
题。”已经被聘为新浪网农业特约观察
员的王涛坦陈。

微博助农
能走多远？
本报记者 刘彦鹏 实习生 吕梦竹

■又到丰收季，菜(果)贱伤农的循环依然没能打破，土豆难卖、苹果
滞销、石榴积压……但与往年不同的是，微博这个表达民意的社交平台，
担负起了发布农产品供需信息的角色。

■一条农副产品求销路的微博被数万次转发，收到几百个反馈信息
及订购电话。但是，被爱心包围的陕西宜川县果农发现，几十斤、几十箱
苹果真的没法卖给网友，因为“发快递比苹果钱都贵”；而一条历时 7 天、
被转发 9 . 9 万次的土豆销售信息，最终售出的不到积压总量的十分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