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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四哥、蜀中桃子姐等粉丝量上千万的“三农”自媒

体网红大咖。

“三农”自媒体发展成因

1、国家政策扶植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根据

2022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14亿人口中有6亿是农

民，占总人口的42.86%，农民的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大问题。继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国家多次

提出关于乡村发展的方案、意见、纲要等。随着数字乡

村战略的实施，乡村新业态随之慢慢呈现，加强乡村精

神文化建设已然成为重中之重。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要大力支持

农村文艺题材创作生产，鼓励在农村多开展文艺活动，

创作出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丰富农民的文化生

活。随着城乡互联网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实现，互联网

在农村的普及，农民不仅可以拍摄反映日常生产生活的

短视频，也找到了销售自家农产品的渠道，对乡村文化

的传播起到了很好地推进作用。

2、各大平台支持

为 了 响 应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 各 大 互 联 网 平 台 紧

跟时代步伐，大力支持农村题材作品上线。随着自媒体

的蓬勃发展，抖音、快手、西瓜等视频平台也为农民自

媒体人伸出了橄榄枝，鼓励农民拍摄“三农”题材的短

视频。抖音相继推出“山里DOU是好风光”文化旅游项

目、“新农人计划”等活动；快手平台关注“造血式扶

贫”，下沉市场，支持农民用自己的方式反映新农村生

活。不仅如此，抖音、快手、小红书、京东、淘宝等平

台还发起了各种形式的助农带货直播，旨在用最独特的

方式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也为消费者提供愉快、便捷

的消费体验。除此之外，抖音平台对“三农”自媒体开

设单独频道，给予一定的流量扶持，还为贫困地区农民

提供技术培训，如“新农人推荐官”活动所提供的相关

课程，从账号运营技巧到选材再到直播营销策略，内容

实 用 且 详 尽 。 2 0 2 1 年 “ 新 农 人 计 划 ” “ 我 的 乡 村 我 的

家”活动，通过平台扶持，实现万人晒家乡宏图；2022

年“农技人计划”打造了1000个农技人，利用互联网的

传播，在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弘扬了中国农民

吃苦耐劳的精神。

3、创作素材丰富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基于乡村振兴的“三农”自媒

体素材应有尽有，从腊肉到糍粑再到土鸡，从捉泥鳅到

摘野果再到挖番薯，小孩子的游戏、古老的风俗习惯、

新农村建设、日常的生产生活等，处处都可以找到涉农

的好素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浓浓的乡土气息很容

易引起人们情感共鸣，名山大川、春花秋月等无论是自

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皆可让人陶醉其中。地域的不同、

风土的不同、制度的不同、习俗的不同等都是“三农”

自 媒 体 人 可 展 现 的 好 素 材 。 凭 借 着 天 然 的 素 材 优 势 ，

“三农”自媒体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清新、淳朴的魅力

乡村图画，有利于提高地域知名度，在乡村文化振兴方

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农民收入增加

用 心 做 自 媒 体 的 新 农 人 ， 随 着 粉 丝 量 的 增 加 ， 视

频流量的收入必然会增加。“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

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

大，而自媒体从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

网红“农民小天天”是一位从事收废品工作的农民，他

的视频多是在收废品时拍摄的，每个视频的播放量每天

都在10万以上，作为“加V认证”和“三农达人团”的

作者，他的作品每万播放量单价在30元左右，通常每天

上传两个视频，按照播放量20万次以上计算，每天的最

低收入为600多元，每个月的收入达两万元左右，以此

推算，每年的收入达6位数。还有很多助农产品销售的电

商公司，接单量可达每日万单以上。一个网红带动全村

人脱贫致富的故事在网上比比皆是，“三农”自媒体人

不仅使自己和他人获益，还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地方特

色，传播了地方文化。

“三农”自媒体助力乡村文化传播的困境

1、内容千篇一律，模仿痕迹严重

“三农”自媒体为了传播乡村文化而生。一方面，

大 多 数 “ 三 农 ” 自 媒 体 人 是 农 民 ， 具 有 坚 韧 不 拔 的 精

神。作为主要劳动力，他们辛勤劳作，但由于文化水平

相对较低，信息化素养参差不齐，导致很多作品并没有

展现出特色乡村文化。一些自媒体制作人为了炒作和赚

钱，盲目跟风模仿，虽以乡村生活为题，但没有深度，

内容千篇一律，只为博众一笑，长期发展，便会失去同

级别竞争力，掉粉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农民受限于思

维方式、行为习惯等，对现象的解读和认识不够深刻，

其 自 媒 体 作 品 创 新 力 度 不 够 ， 在 同 一 个 主 题 上 重 复 多

次，或是只做热门作品，使粉丝产生审美疲劳，质疑作

品所传递的魅力乡村，对乡村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些消

极作用。

2、质量参差不齐，凸显文化弊端

由 于 受 教 育 程 度 不 同 ， 认 知 能 力 不 同 ， 拍 摄 水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