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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蚕养殖户赵国财在搬运桑叶 （资料图）

短短几天，吴甜甜已经跑了五六家专卖汝瓷

的直播间应聘，求职主播。

这是她第二次下决定干这一行。

上一次是一年前，她在一个直播间卖汝瓷，干

了一年。后来，因为想“出去看看”，她又到郑州干

过几个月的餐厅服务员、电商公司电话客服等，兜

兜转转一圈后，她又回到汝州，打算重谋旧业。

“每天直播 8个小时，底薪 + 提成，新人每月
基本能拿到三四千元。”几家公司的待遇大同小

异。这对 21岁的吴甜甜来说，不好也不坏，毕竟，
干主播看起来“前景无限”，将来一不小心达成“小

目标”的可能性似乎是有的。

她决定在求职的这几家公司中选一个“离家

近、环境好、待遇高”的留下来。

刚刚在抖音上注册开了家汝瓷店的黎先生最

近很忙。

黎先生原来在步行街开店卖服装。因为近年

来电商的冲击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实体店不

好做，他把店盘给了别人，歇了几个月后，看上了

直播带货汝瓷茶具。“反正门槛也不高”，就招兵买

马着手干了起来。

问起开店来的直播收入，黎先生说，他还是一

个“小白”，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影响着自己的思路，

线上与线下生意差别很大，每每偶有收入时，就会

让他信心倍增。如果连续没有收入，就觉得很累很

郁闷。但是选择了这行，他依然要走下去，生意没

有半年的酝酿也难理出头绪。

近年来，电商蓬勃兴起，这两年尤其以直播带

货为盛，各种资本“造神”传说流传坊间。

汝瓷行业不可能不为所动。

汝瓷，自带“汝窑为魁”的光环，因北宋期间开

窑前后只有二十年，传世品稀少，为历代藏家所追

捧。而现、当代因复仿时间短，生产更多依赖于传

统方式，现代化程度低，产量相对较小，市场占有

量低的短板，又阴差阳错的为它的市场推广留下

了广阔的空间。这为汝瓷企业和各路人马纷纷“触

电”，在网上“支摊”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在汝州，从事直播带货

汝瓷的企业有 200多家，个人店铺就有五六十家。
直播带货，形式鲜活，商品呈现直观、全面，买

卖双方沟通方便，售后有保障。“曾经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时间把汝瓷这个还略“小众”

的瓷种带得飞起，风头无两。直播带货，也促进了

汝瓷产品的换代频率，产业的加速发展。最先尝螃

蟹的人，也尝到了甜头。

当然，新的尝试，摸索中前行，也会伴随着各

种的不确定性。

八百年的神瓷遇见了刚出生的“小妖精”，酸

甜苦辣咸，五味杂陈。

想吃“唐僧肉”，其实并不容易。

做瓷的，并不一定懂直播。

由于缺少直播人才，其中涉及的各类让人眼

花缭乱的所谓策划、运营、合作、推广、流量等等名

词和操作，让不少生产企业头大。加上成功的范例

不多，不少企业试了试水便浅尝辄止，也算是应过

了时尚。也有不少企业的老板敢为人先，半路出

家，边学边干，自己做起主播，亲自带货，取得了很

好的收获。

抱着“大干一场”的心态闯入电商行里卖汝瓷

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做汝瓷的，被称之为

“外行人”。

应聘的吴甜甜和开店的黎先生都承认，虽然

是本地人，但对汝瓷“了解不多”。

对汝瓷了解不多的他（她）们，面临着诸多他

（她）们尚未可知的难题———

生产环节：能实现汝瓷规模化生产的企业有

限，传统方式烧造周期长、产量低。卖的少挣不到

钱，卖的多供不上货。

品控环节：汝瓷原产地独有的泥料、釉料极易

产生矿斑、气孔等瑕疵，某种程度上说，这虽然是汝

瓷独有的“身份证”，瑕疵只要在一定范围内，也符合

汝瓷“国标”要求，但网购消费者不都是专家，他们并

不买账。而要选出“无瑕”的精品，对汝瓷挺难的，这

也导致经常会出现“十窑九不成”的无奈场面。

供货环节：一哄而上的“外行人”，为了尽快

“圈粉”，形成影响，不计成本、不顾后果、赔本赚吆

喝，让与之合作企业品牌受损，线下经营受到冲

击，只好敬而远之，取消合作。这样，可以与“外行

人”合作的生产企业越来越少，各直播间商品同质

化严重，只有拼话术、拼服务、拼价格，陷入内卷，

不可自拔。

原产地卖汝瓷的还没有开张，却早有许多操

着外地口音的主播，带着一种叫“汝窑”的瓷器呼

啸而来。

“汝窑”“汝瓷”，一字之差。

究竟生产汝瓷的窑口叫“汝窑”，或是生产汝

瓷的技艺叫“汝窑”，还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瓷器叫

“汝窑”？

谁是李逵，谁是李鬼？百口难辩。

人家打的就是你的软肋———知识产权保护不

到位。

凭借成熟的经验，完善的产业链，现代化的生

产设备，便于提高成品率的釉料配方，这些“汝窑”成

本低廉，打起价格战得心应手，“九块九汝窑”“一元

购”甚至“一分购汝窑”等迅速“霸屏”，攻城拔寨。

是无数的吴甜甜和黎先生们，用他们勇敢的

尝试，让汝瓷在这真刀真枪的复杂的“战场”上，审

视自己、看到不足，迎头赶上。

记者采访了几位汝

瓷业内的专家和从业

者，大家对汝瓷直播带

货各有理解，但有一点

大家是一致的———直播

带货让汝瓷生产企业感到

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推着

大家往前跑”。

是的。面对更广、更新的市场，汝瓷企业要做

好人才储备和培养，具备与市场共同进步的能力，

在提高技术工艺、完善产业链、更新硬件设施下真

功夫、大功夫，以《汝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

法》《地理标志产品汝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为武器，充分利用汝瓷协会职能，保护好、用好

汝瓷知识产权。“打铁还要自身硬”，只有做大做好

做强自己，无论线上、线下，汝瓷才会让人真正放

心，才能真正做得起来，在市场上才有地位，有话

语权，有号召力。

据悉，为加强对汝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管理，

保障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特色，实施地理标志保护

战略，切实维护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声誉与品牌价

值，提升汝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

荣誉度，增强市场竞争力，“十四五”期间，汝州市

将全力创建汝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相信随着示范区的建设和对《汝瓷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管理办法》的修订完善，汝瓷生产经营者和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会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写这篇稿子的同时，相信很多汝瓷直播间也

在紧张地直播着。无论怎样，无论成败，这些辛苦

的人们，都是汝瓷在电商领域探险的先行者和开

路人。为了情怀或为了生计，此时也许都不重要

了。重要的是，这些辛苦的人们，用自己的所有努

力，让汝瓷这八百年前珍如拱璧的瓷种，在今夜无

数的大小屏幕上闪烁着光芒。即使这光芒，现在还

是如此微弱。 融媒体中心记者 阴晓东

直播带货———当代汝瓷的探索之旅

焦村镇：寻着“桑路”奔富路

汝瓷主播在直播间介绍汝瓷产品

汝瓷荷叶瓶

邢村蚕桑产业园 （资料图）

“日晴桑叶绿宛宛，春蚕忽忽都成茧。”仲春时

节，沿着曲折却平整的水泥公路，来到焦村镇，仿

佛走进北宋文人黄庭坚的诗作中。只见漫山遍野

的桑树葱葱茏茏，刚长出的翠绿的桑叶泛着亮光，

在春风吹拂中摇曳生姿，令人目不暇接。

“能人”毕会召

这天一大早，村民毕会召和妻子崔军品，就开

始在投资百十万元新建的厂房里忙碌。收尾工作

忙完后，他们就要把桑叶茶炒制、蚕茧抽丝、桑葚

酒酿造等设备，从原有 100多亩地的蚕桑产业基
地老厂房里搬过来。“新厂在山汝线边上，交通更

方便。”毕会召说，蚕丝被制作设备也要搬过来，就

在一楼产品展示大厅里。

毕会召今年 51岁，2016年一次回家探亲时，
得知村里和镇里请他的三哥、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毕会涛回乡调研，分析靳村的土质、气候，又请省

蚕桑协会会长郑作运实地考察后，将发展果桑、蚕

桑种植、养殖业，作为靳村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

并找寻“能人”做脱贫攻坚致富带头人的消息，便

立即找到市司法局派驻靳村第一书记焦孟涛、村

“两委”，表示愿意放弃在外的生意，回村为父老乡

亲脱贫致富做些工作。

“毕会召是合适的人选。”焦孟涛和村“两委”

一致认为。

2016年 11月，毕会召牵头成立了河南蓝港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先期流转 110亩土地，建设蚕桑
产业基地。村“两委”也审时度势，根据政策投资河

南蓝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焦村镇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理念，确立了“南桑北蜂中间

果”的产业发展格局，不仅靳村，还有邢村等，在蚕

桑种养业方面均有了长足发展。

“招牌”桑叶蛋

一个鸡蛋 1.2元，是真的吗？没错，是真的。这

个 1.2元一个的鸡蛋是靳村人李非非、李亚瑞夫妇
养殖的桑叶鸡下的“虹枝源”桑叶蛋，商标所有人

是市虹源实业有限公司。

桑叶蛋一炮打响，要回溯到 2020年 9月 25
日，在郑州举办的 2020中国农民丰收节扶贫产品
展销及签约活动，我市选送的焦村镇靳村蚕桑产

业基地的系列产品：桑叶茶、桑叶鸡蛋、桑叶变蛋、

蚕丝被等颇受追捧，展位上 700个 1.2元一个的桑
叶鸡蛋，顷刻间被一扫而光。

桑叶鸡夏秋两季吃的是树上的鲜桑叶，冬春

吃的是拌在饲料中的干桑叶。桑叶蛋蛋黄颜色深、

蛋白黏度大，低胆固醇、高卵磷脂。李亚瑞说，很多

人在走亲戚看朋友时，都要来买桑叶蛋当礼品，

“园子里现在有 2000多只鸡，每天能收 500个到
600个桑叶蛋。”

今年 3月 24日上午，李亚瑞就给来买桑叶蛋
走亲戚的老张装了两箱 200个鸡蛋。老张是焦村
镇王楼村人，他说，买奶和买桑叶蛋价格差不多，

但有人可能不喝奶，鸡蛋好像很少有人说不吃。从

李亚瑞笑盈盈地拿着二维码收钱的模样可以判

断，桑叶蛋的生意一定不错。

李非非家的桑叶鸡养在 24亩果桑林下，桑葚
也不采摘，都给鸡吃。冬季有 2000多只鸡，春天暖
和以后会增加到 10000只。李非非说，现在育雏棚
里的 10000只鸡苗，十几天前买来时刚破壳，长成
后少部分卖掉，大部分放到桑林里去，“自己育雏

比买青年鸡每只成本低 3元钱。”

“招财”桑叶兔

“一年能出（繁育）7次到 8次，按一只母兔一
次出 8只，300多只母兔一次能出 2000多只，中间
再糟蹋（死亡）一点儿，剩下的就 2000只左右吧。”
说起大棚里养殖的桑叶兔，身高 1.8米多、面容俊
朗的李志强笑得合不拢嘴。

3月 26日，在蚕桑产业基地西边的市旗怡阁
家庭农场，李志强快人快语打开了话匣子。虽然

300多只母兔一年的繁育将近 20000只，但他一个
人能轻轻松松完成，除了喂料用人工外，温控和出

粪等都是自动化。

李志强是个有心人，用他的话来说，小时候不

懂事，学没上成，在外边打工也不赚钱，就专程到

济源阳光兔业学习养兔子。

在济源阳光兔业学习期间，李志强还掌握了

种兔繁育的人工授精技术，养殖的“八点黑”种兔，

繁育都是自己干。“八点黑”是克里莫杂交选育品

种———伊普吕种兔四大品系中的一种，因嘴尖、耳

尖等八处为黑色而得名，有产仔多的特点。

李志强的桑叶兔经 70天左右长成后，都卖到
了南方，销路不愁。毕会召为李志强算了一笔账，

一个棚一年挣十五六万元，那就考虑再增加一个

棚。李志强笑了，一个棚要投 10万元到 20万元，
再看看。

在靳村还有一家桑叶猪养殖户，目前存栏 40
多头，不巧的是，户主人毕锁近期出门在外，但他

在电话中说，情况还不错。

“黄金”桑叶鹅

3月 24日，在焦村镇邢村旁的汝州市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产业示范园里，魏孟强说，前一天刚回

来 1000多只鹅苗，15元一只，都在育雏棚里，过了
这几天后放到桑林里长 75天，就可以卖了，价格
在十三四元一斤。额头上那个包，也就是肉瘤，要

大了，那就是老鹅，一斤的价格在 15元以上。
魏孟强今年 52岁，曾在小屯镇养鹅，多时在

10000只上下。去年年初，在邢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宋建召的游说下，与妻子娄新红到这里承

包了 20多亩桑林养殖桑叶鹅。
自去年至今，魏孟强和娄新红一茬一茬买，一

茬一茬养成后再卖，经济效益让两人感到满意。

魏孟强说，养鹅首先要做好防疫，鹅苗在育雏

棚里时，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否则鹅苗的卵黄吸收

不尽，不利于生长。

说到为啥相中了邢村时，娄新红说，桑树是个

宝，对于鹅来说，鲜桑叶和粉碎的嫩枝条是夏秋两

季的好饲料，冬春季的饲料里还可加入干桑叶，提

高鹅的免疫力，提高肉的品质。“你看大门这边的

牌子，把河南润豫农牧桑鹅养殖示范基地发展好，

就是俺俩的目标。”

“财富”蛋白桑

桑树是中国的乡土树种，桑叶既是食品又是

药品。2012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杂交选
育专门用于替代草本饲料的木本植物草本化———

蛋白桑，有着长得快、产量高、适应性广、水土保持

能力强等特点。

2018年 9月 7日，沈国舫、任继周、李文华
等 8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发出《关于加快推
进桑产业的建议》。任继周这样评价蛋白桑：“应

用蛋白桑养殖畜禽，尤其在饲用效果上提高了

动物免疫力，降低了畜禽、淡水鱼类产品重金属

残留，提高了营养价值，能够确保食品安全。”毕

会召说：“俺这儿种的桑树，除果桑外其他都是

蛋白桑。”

在靳村李志强那里采访桑叶兔养殖时，毕会

召也介绍说，他的亲戚李红军（音）在王寨乡养了

100多只羊，都是到他这里来拉桑叶、桑树的嫩枝
条和树皮上的沫沫回去给羊吃，吃得羊连红薯也

不吃了，一只羊也没死，别的养羊户就有死羊的。

前两天，信阳过来一个老板要和他合作，把桑叶和

桑树枝条制成颗粒饲料，卖给养殖户喂鱼。

3月 29日，焦孟涛再次发来信息说，靳村将进
一步拉长蚕桑产品产业链，投资 50万元建设蚕桑
产品休闲餐厅，以桑叶鸡、桑叶蛋、桑叶兔、桑叶

猪、桑叶挂面，以及果桑干红、果桑酒、果桑饮料、

果桑醋等系列产品，广迎八方客，为乡村振兴打下

良好的产业基础。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