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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间设在王瑞香家空闲的一间屋子里，屋子里摆满了今
年新收的小米。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外加一个话筒，便是王
瑞香推介家乡农产品的全部家什。“一开始直播的时候，术语
也不懂，心里紧张，只能硬着头皮播。但我了解产品，就反复
介绍，举着手机，一口气播了三个小时。”王瑞香回忆起首次
直播，只觉得“既紧张又兴奋”，面对粉丝的支持和热情，她
渐渐找到了感觉，结束时反而“有点不舍得下线了”。
　　2010年，王瑞香从潍坊市公交总公司辞职返乡，开始种植
樱桃。经过多年发展，她种植的樱桃有近20亩，还有几亩油
桃。这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她开始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
推介家乡农产品，让家乡农产品借助云端销往全国各地。
　　“因为家乡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水资源丰富，产出
的樱桃粒大肉厚、色泽光洁、入口甘甜。”王瑞香说，他们村
共有400多个樱桃大棚，累计800多亩，是山旺镇种植樱桃规模
最大的村。在“中国大棚樱桃第一县”的临朐，还有不少像和
庄村一样的村庄因樱桃而兴，百姓因樱桃而富，年轻人因樱桃
而回。
　　对于如何管理大棚樱桃，王瑞香颇有心得。“关键在于管
理。以前全凭经验，慢慢地，我引进了滴灌技术，施用高端水
溶肥。”王瑞香说，要打响樱桃品牌，就要想方设法地提高樱
桃的品质。

　　近日，“情牵家国·意在超然”“东坡行旅”潍坊（诸
城）游宣传推介活动的多个项目在诸城超然台广场进行。超然
台以数字科技为翼，赋予苏轼数字人的形象，栩栩如生，让这
位文学巨匠的智慧与风采跨越千年与现代观众进行心灵的对
话。数字清明上河图的动画更是将宋代的繁华市井生动再现，
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热闹非凡的时代，体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
化盛宴。
　　这一创意场景，由刘学梅及其团队创意设计和制作。
　　谁能想到，19年前，23岁的刘学梅是驾驶摩托车从青州老
家到诸城创业的。当时，她筹办了诸城市环亚企划设计室，主
营业务是为各大企业提供企业Logo、包装印刷等创意设计。
由于其设计专业精湛、讲究诚信，客户越来越多。
　　2010年，刘学梅发现很多企业有礼品需求，开始为客户开
发有企业特色的礼品，并赢得众多企业支持合作。四年后，她
瞅准文化产业的前景广阔，注册成立公司，向文化综合业务转
型。她在北京、青岛建立专业设计、摄影、策划团队和营销团
队，吸引国内新锐文创设计、现代商业模式研究、互联网工程
等高技能人才加入。她带领团队全力推出文创产品设计及定
制、企业品牌策划、活动策划、新媒体运营、电商平台搭建运
营等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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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今年新收的小米，独立真空包
装 、 颗 粒 饱 满 、 色 泽 金 黄 ， 营 养 价 值
高……”临朐县山旺镇和庄村36岁的王瑞香
正向粉丝热情推荐家乡的特色农产品小米。
近些年来，她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推介家乡
农产品，让它们远销全国各地。

　　诸城市42岁的刘学梅19年前涉足创意设
计，后发展企业礼品定制，到现在发展文创产
业，所开发“龙城有礼”系列文创产品成为诸
城市各旅游景点热销产品，吸引了很多知名大
企业和省外一些旅游城市争相与其合作。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杰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洪明

14年前她辞职返乡种樱桃

让家乡农产品“走”得更远

　　樱桃品质、产量提升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拓宽销路。“我
们这里樱桃种植已有30年的历史。近年来，我们的大樱桃特色
种植业发展迅速，红灯、布鲁克斯、美早、先锋、雷尼、拉宾
斯等早、中、晚熟多样优良品种纷纷落户，当地独特的玄武岩
沙壤土质，让大樱桃红若玛瑙、黄若凝脂、果大味甜、品质优
良。为了提高樱桃的知名度，我开始尝试直播，没想到效果很
不错。”王瑞香说。
　　为进一步扩大山旺大樱桃的知名度，拓宽销售渠道，增加
农民收入，去年，临朐县与山东管理学院达成“临朐县大樱桃
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及主播培训”项目合作，邀请了山东管理学
院的老师来到临朐，围绕直播带货、网点运营、品牌推广，助
力当地电商项目建设以及直播培训。
　　“之前，我一直想进驻直播平台。自己也注册了账号，但
是因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一直没做起来。”王瑞香说，经过
县里推荐的“乡村助农”活动，学到了基础规则、营销话术、
形象表现、操作技术等更专业的知识，让她对今后的网络直播
非常有信心。
　　扎根乡土，向阳而生。如今，越来越多像王瑞香这样的年
轻人选择回到家乡，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我希望能够借
助直播，将我们家乡的农产品推广得更远，让更多人吃上我们
的家乡特产。”王瑞香表示。

19年前她骑着摩托车到诸城创业

依托潍坊优势资源打造文创品牌

　　在创业过程中，刘学梅多次遇到挫折，但她没有向困难低
头。2019年，她带领团队到全国各地学习先进经验，调研了解
全国文创产品市场，立足城市民俗、人文、非遗等优势资源，
投资数百万元组建起文创项目团队，按照“一城一物”的思
路，对城市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传承、传播，并融入现代
艺术元素进行创意设计，打造文创设计产品开发、展示、销售
及本土文化软实力展示的综合平台。
　　2023年，刘学梅带着团队发布文创品牌——— “龙城有礼”
系列文创产品，引起业界轰动。该品牌已拥有龙城十二景等31
项版权，其中诸城恐龙木雕灯、苏轼水调歌头诗词丝绸画等文
创产品相继被中国国家版本馆录入收藏。“‘龙城有礼’以互
联网科技、数字化运营和城市文化资源为助力，我们逐步形成
完善的资源挖掘、文创设计、旅游资源融合、产品展示、定制
销售、物流运输等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并形成了可复制、可推
广的商业文创全新运营模式。”刘学梅告诉记者。
　　刘学梅带领公司北京团队推出“阿礼多多”高端定制平
台，已与6000余家跨领域、跨行业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注
册用户累计超过20万人，遍布全国300多个城市。“我们依托
潍坊优势资源，倾力打造国内有影响力的文创品牌，为全国各
地文化旅游产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专业化的服务解决方
案。”谈及未来发展，刘学梅充满信心。

  王瑞
香在直播中
推介家乡小米。

  刘学梅（右）向
客户介绍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