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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直播389场、试口红试到嘴唇麻
木、6 小时元气满满直播不停歇……在

“顶流”的带货主播李佳琦看来，“挑战”一
直是他直播事业中的关键词。

带货主播李佳琦在今年 7 月有了新
的职业称谓——互联网营销师。屏幕背
后，李佳琦的职场状态究竟是怎样的呢？

从 2018 年“双 11”开始，作为直播带
货主播的代表，李佳琦的名字频频出现在
社交网络热门话题中。大学毕业后，他选
择了化妆品专柜柜员的工作。李佳琦天
生热爱分享，他对工作的努力和热情，让
他收获了众多顾客的认可，成为江西省南
昌市商场美妆品牌专柜的销售“明星”。

2016 年，公司提供了线上直播带货
的机会，李佳琦也迅速参与其中。他的理
由很简单：“我之前在化妆品柜台工作，一
天可能只接待几十位顾客。但是转到线
上直播后，可能接待的顾客就有成百上
千，为什么不试试呢？”

公司项目最初约有200人参与，但大
多数人面对未知的行业前景停下了脚步，
李佳琦却选择了坚持。没想到的是，他在

线上接待的顾客很快已经数以万计。
2017 年，改变的契机再次出现。是

否要放弃在南昌小有起色的事业，到上海
做一名更加专业的直播带货主播？李佳
琦纠结过，最后他选择了“向前！”

“记得 2017 年 6 月 1 日刚到上海时，
我只用 15分钟吃了一顿饭，行李都没收
拾就开始直播。”回想起最初入行时的全
情投入，李佳琦记忆犹新。

作为男性，李佳琦在镜头前涂口红也
曾被人误解，他却坚持这样做才是对消费
者负责。“因为只有将口红涂在嘴上，人们
才能最直观判断不同颜色效果。”

从最初直播时觉得“度秒如年”，到一
口气推荐商品6个小时不停歇，再到主动
缩短单场直播时间，为了消费者能快速直
接选购商品……李佳琦和团队也一直根
据消费者的需求调整直播带货的节奏。

随着人气的增长，李佳琦需要参与的
工作也越来越多。直播、选品、开会、出
差……即使是周末，他的日程表也是满
满当当。在记者专访前一天，李佳琦还在
贵州出差，而采访之前数小时内，他又接

连和3个品牌方开会。
不过，一旦进入采访模式，李佳琦脸

上的疲惫仿佛瞬间消失，他始终把最佳的
状态展现在镜头前。

李佳琦和团队的“加速度”顺应了电
商直播这两年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消费者养成了新
的“宅家”消费习惯，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这
个行业的职业空间。

据智联招聘和淘榜单共同发布的
《2020 年春季直播产业人才报告》显示，
2020年 2月，淘宝直播新开播商家数比 1
月大幅增长 719%；直播人才需求同比增
长132%。

在李佳琦看来，自己是职场的幸运
儿。想要成为一位合格的“互联网营销
师”，他认为要做到三点：“第一是专业，第
二是责任感，第三是诚信和规范。”

“我们也曾在不擅长的产品上走过弯
路、踩过坑。”李佳琦坦言，“出了问题后最
重要的是对消费者负责，做好售后服务，
同时团队也会复盘，尽最大努力避免问题
再次出现。”随着知名度越来越大，李佳琦

团队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为了
完善工作的细节，公司逐步建立起直播间
自有的售后团队，并与商品品牌方签订诚
信协议，招聘专门负责质检的人员等。

不久前，李佳琦作为优秀人才被引进
上海落户。他说：“我特别感谢上海这座城
市，这里有对创业者包容的氛围和浓厚的
美妆时尚产业底蕴。我相信各行各业的
人，你如果做到最好，都会是优秀人才。”

疫情发生后开设湖北专场直播，到贫
困地区开展公益扶贫助农活动，和宠物
Never家族参与治疗犬项目……现在，李
佳琦团队在公益领域投入了更多时间。

“‘李佳琦’三个字已经不只代表我个
人，还是我们整个团队，我希望我们的直
播间可以变得更加专业有序，是一个让消
费者信赖的地方。”李佳琦说。

对于未来，李佳琦有很多期待。“中国
有太多好的产品值得被大家看见。我希
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国货品牌赋能，
让中国品牌也能在全球拥有更广阔的市
场，让全世界的人们看到我们的产品都会
惊呼：‘哇！买它！’” （据新华社电）

走近“带货主播”李佳琦
新华社记者 程思琪 王辰阳

今年44岁的何文花老家在宁夏西海固山区中
卫市海原县一个偏远山村，由于当地干旱少雨，自然
条件差，广种薄收的田地已不能维持生计，她和丈夫
不得不一起外出打工维持生活。2011年，一场车祸
导致何文花高位截瘫，丧失行动能力，也让这个本就
贫困的家庭举步维艰。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何文花一
度抑郁绝望，后来在丈夫马志礼照顾和鼓励下，她又
重新拾起活下去的信心。

2015 年，伴随着宁夏生态移民工程的推进，何
文花一家搬迁至我国最大易地生态移民安置区——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在这里，何文花开启了崭新
的生活。

2017年，何文花一家被村里纳入建档立卡户，在
政策帮扶下养牛、种地，盖了新房，生活也有了基本保
障。卧床养病的日子里，一台智能手联通了何文花与
外面的世界，网络上的手工编织课程，让心灵手巧的
何文花产生浓厚兴趣，开始学习手工编织技艺。

红崖村扶贫干部刘世镍在入户调查时，了解到
何文花的家境和她对手工编织的热爱，帮助她在网
络上注册账号，进行网络销售。从亲手编织的第一
顶帽子订单成交开始，网络给何文花带来越来越多
的订单和收入。2019年，何文花一家顺利脱贫。

看到自己可以用双手摆脱贫困，何文花开始带
动村里的姐妹们参与手工编织行业，并免费为附近
村庄上百名妇女传授编织手艺。目前已有20多名
妇女在何文花的带动下，通过网络销售手工编织产
品，每月人均收入可达2000多元。何文花说：“从做
编织开始，感觉我的人生又活了。虽说腿走不了路，
但有了姐妹们的支持，我觉得人生有了价值。”图为
何文花通过网络直播展示手工编织的凉帽。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何文花何文花：：轮椅上编织幸福人生轮椅上编织幸福人生

本报讯（记者褚凤娜） 还记得两年
前那个因为“感谢贫穷”火爆全国的衡
水姑娘、北大女孩王心仪吗？近日，这
个乐观坚强、心怀感恩的小姑娘又“刷
屏”了——她怀揣报国梦，光荣入伍，
奔赴军营！

枣强县女孩王心仪，出身农家，家
境贫寒，却始终以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拥抱生活。
2018年，她以高考 707分的优异成绩考
入北京大学，因为一篇励志文章《感谢

贫穷》的广泛流传，成为寒门学子逆袭
的榜样。大家被她的故事所感动，更被
她的乐观所感染。当年，王心仪被评为
河北省青少年自强之星、河北省年度十
大新闻人物。

进入大学后，王心仪把自己的日程
安排得满满的，一方面在知识的海洋中
努力汲取营养，一方面，积极参加各种
学生志愿活动，为社会奉献光和热，同
时，培养自己更多爱好，努力让人生更
加丰满。从高中起怀揣的支教梦，她一

直都在坚持。她报名参加了系里的支
教团，每隔三四周就去给打工子弟小
学的孩子们上课，希望自己的努力能
让孩子们有所收获。同时，打小就有
的“军营梦”，也让她对参军入伍以
及 自 己 的 未 来 有 了 更 深 的 思 考 和 规
划。

“小时候看过的军旅题材电视剧
里，充实热血的部队生活及潇洒坚毅
的女兵形象，都让我感到十分崇敬，
也充满向往，这让我成了有点与众不
同的‘女汉子’”。王心仪告诉记者，
提起“军训”两个字，很多同学都会
产生畏难情绪，而她却像打了鸡血一
样，一到训练就格外兴奋，脊梁挺得
笔直笔直；也因为“假小子”性格，
从小学五年级剪了短发后，她再也没
有留过长发；打开她的衣橱，很少有
鲜亮的红、黄、蓝，目光所及是灰、
绿、黑，还有军训时的迷彩服一直保
留着。

进入北京大学后，大一的一堂思政
讨论课上，北大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宋
玺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军
营故事”，学姐的一句“你的立场越
大，你的力量越大”，让王心仪深受触
动 ， 也 一 下 子 点 燃 了 心 底 的 “ 军 营
梦”。王心仪觉得，把自己的那份喜
欢、那份热情融入到祖国“强军梦”的
实践中，才能拥有更强的力量、更坚定

的信念。这些思考坚定了她成为大学生
士兵的愿望。她说，希望自己可以在
有限的青春里，为国防事业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贡献，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
义。

2019 年，王心仪报名参加大学生
征兵体检及综合素质测评，通过后就
可以保留学籍入伍，服役两年后再回
来继续学业。因在综合素质考评中有
一项不合格，王心仪遗憾落选。“准
备不充分，仰卧起坐没达标。”第一
次报名被刷，她沮丧了好几天。北京
市征兵办的同志开导她：“不要被眼
前的困难打倒，要坚定理想信念，加
强锻炼，下次报名还有机会。以前你

‘感谢贫穷’，让你学会了独立、自强
和拼搏，从而考上了北大；今后你会
感恩军营，让你在部队的大熔炉里淬
炼成钢，成长、成才。”一席鼓励的
话让王心仪重燃希望，她决定继续加
强锻炼，来年再战。

2020 年 ， 王 心 仪 重 整 旗 鼓 “ 卷
土重来”，再次报名应征，终于得偿
所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士兵。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将个人追
求融入祖国需要，这个怀着强烈使命
感的小姑娘，如今一身戎装，英姿飒
爽奔赴心仪已久的军营，用满腔热血
和 实 际 行 动 书 写 更 加 美 丽 的 青 春 篇
章。

怀揣报国梦 书写新篇章

曾经“感谢贫穷”的北大女孩王心仪参军了

20182018年王心仪参加北大军训时留影年王心仪参加北大军训时留影。。

小时候，依偎在外婆怀
里，听她讲阿诗玛的故事，是
16岁的彝族女孩陈灵艳最甜
蜜的童年回忆。

在彝语里，阿诗玛意为
“如金子般美丽的姑娘”。“阿
诗玛象征着勤劳、善良、坚强、
勇敢。”陈灵艳说，在她的家乡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
县，阿诗玛的传说被当地彝族
人代代相传。

2019 年，陈灵艳被云南
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阿诗玛
班”录取。从石林县的彝族小
村寨来到省城昆明的知名高
中读书，她也成了让全家人骄
傲的“阿诗玛”。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普通
高中教育处处长王建方介绍，
自 2016 年起，昆明市开始在
主城区 5所优质高中开办“阿
诗玛班”和“民族班”，定向招
收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初中
毕业生，并由市级财政按照每
人每年 1 万元的标准补助学
校。其中，“阿诗玛班”开设在
云南民大附中，主要招收优秀
少数民族女生。

“学校录取分数高，在省
城读书花费多，如果没有‘阿
诗玛班’，我可能没有机会在
这么好的高中读书。”陈灵艳
说。

云南民大附中副校长杨
珺林介绍，民族地区学生基础
相对薄弱、家庭也大多比较困
难。为此，学校不仅对“阿诗
玛班”学生给予录取优惠政
策，还免收学生的学杂费、住
宿费，并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困难家庭学生提供生活补助。

2016 年以来，云南民大
附中已连续招收5届“阿诗玛
班”，录取 191 名学生。“这些
孩子学习非常刻苦。”杨珺林
说，许多“阿诗玛班”学生的中
考分数并不算高，但她们用日
复一日的努力诠释了阿诗玛
勤奋、自强、独立的品质，三年
后的高考成绩都有很大提升。

目前，“阿诗玛班”已有两

届学生共 74 人毕业，其中 50
人高考分数超过一本线，一本
上线率达 67.6%，本科上线率
达 100%，多名学生被四川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重点高校
录取。

“低分进、高分出，许多少
数民族女孩在‘阿诗玛班’实
现了人生逆袭。”杨珺林说。

彝族女孩张冉是云南民
大附中“阿诗玛班”的第一届
毕业生。原本她的中考成绩
比学校录取分数线低了一大
截，但 2019 年高考，她以 623
分的好成绩被北京科技大学
录取。

“高中三年最难忘的是老
师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如今已读大二的张冉说，“‘阿
诗玛班’的学生大多来自偏远
农村，老师不光要给我们上
课，还要照顾我们的生活。”

云南民大附中校长李兴
富说，为了让“阿诗玛班”的学
生尽快融入新的学习环境，学
校对她们实行混合编班、统一
管理、重点关注、贫困帮扶，让
学生均衡享受学校的小班制
教育资源。学校还建立了“阿
诗玛班”学生成长档案，并由
每个年级的副主任担任“阿诗
玛班”班主任，定期召集学生
交心谈心，关心指导她们的学
习生活。

“妈妈曾对我说，她小时
候也很想读书，梦想能考上大
学。但那时家里太穷，外婆靠
卖粮食才勉强供她读完初
中。”陈灵艳说，“和她们那代
人相比，我们是幸运的。”

在老师们的关怀照料下，
已经读高二的陈灵艳早已适
应了高中的学习生活，学习成
绩也有了明显进步。课余时，
她还会穿上彝族传统服装，和
同学一起跳民族舞蹈、唱民族
歌曲。

“不管以后走多远，我都
不会忘记，我是一个‘阿诗
玛’。”陈灵艳说。

（据新华社电）

“阿诗玛”求学记
新华社记者 庞明广

本报讯 ( 记 者 刘晓菲)
“快尝尝吧，这是我们的主打
产品， 8 月份卖了 30 多万
单！”几天前，在深州市东八
弓村的一家果品公司，负责
人赵珂瑛热情地招呼记者。
这位 1994年出生的年轻人一
直怀揣一个梦想：扎根农
村，服务乡亲，利用电子商
务平台将家乡的优质水果卖
到全国各地。

苹果、梨、桃……深州
一带土地肥沃，盛产多种水
果，但此前一直受传统销售
模式的制约，村民们大多等
着收购商进村入户收购。赵
珂瑛也曾经是一名开着大车
进村收购水果的经销商，当
年还不到 20岁的他每天早出
晚归，勤勤恳恳，但线下实
体市场逐年受到线上电商的
冲击，赵珂瑛力气没少费，
利润却越来越少。

赵 珂 瑛 虽 然 学 历 不 算
高，但头脑灵活。他不断总
结反思：“随着现代人生活方
式和生活节奏的变化，电商
一定会越来越普及。既然电
商是大势所趋，那别人能
做，我为什么不能？”

2018 年 5 月，赵珂瑛申
请注册了自己的淘宝店，主
要销售深州当地产的苹果和
梨。3 天之后，他有了第一
单生意，此后，靠着“原产
地直供”的过硬产品质量，
赵珂瑛的网店订单络绎不
绝，仅用了两个月，订单数
就稳定在了每天500单左右。

2018 年 “ 双 十 一 ” 当
天，赵珂瑛小店的销量突破
1000单。那个晚上，赵珂瑛
带着他最好的朋友也是当时
店里唯一的员工，出去好好
吃了一顿。“从一开始就是我
们俩，收购、销售、包装、
发件、客服，所有的工作都
干，一天都没休息过，每天
都工作到后半夜。”兄弟俩边

吃边聊，说了好久，但谁都
没喝酒，“因为晚上回去还要
处理订单……”

就是靠着这股子拼劲，
2018年底，赵珂瑛的第二家
网店在拼多多上线。随着更
多品类的优质果品不断上
线，到 2019年初，两家网店
的销量均达到每天 2000单以
上。

那段时间，周边村子果
农储存的数万斤红香酥梨滞
销。为了给农户找销路，赵
珂瑛本着“有利益大家分，
有风险自己担”的想法，第
一时间与农户签订供销协
议。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电商
平台，及时将水果上线，低
于收购价开展促销活动。只
用了十几天时间便完成了总
计 4 万余单、20 多万公斤的
销量。小小的网店卖空了十
里八村几乎所有农户家储存
的红香酥梨。

这个小伙子不仅帮助农
户避免了损失，更让原本对
线上销售不以为然的村民
们，见识到了电商的厉害。

2019年 10月，赵珂瑛的
拼多多网店在数万家同品类
网店中脱颖而出，入驻拼多
多官方“多多果园”计划。
他以深州及周边县市的梨果
为主打产品，开启高速销售
模式。活动上线第二天，订
单达到 3000 单，10 天后每
天超过 5000 单，到当年的

“双十一”销量突破每天 1
万单！

因为销路不断拓宽，网
店也积攒了一定的人气，有
了一定的知名度。2020年年
初，赵珂瑛又尝试开了直
播，还想着建设自己的直播
基地。最近他又把新建发货
仓和高端水果销售提上了发
展日程，“电商的发展太迅速
了，必须不断与时俱进才能
跟上形势。”

深州：

90后小伙儿做电商 把家乡水果卖到全国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