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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劳动观】

我始终坚信：三年入行，

五年懂行，十年称王。劳动不

仅是双手的耕耘，更是思维的

突破。面对直播时代的挑战，

我将持续用创新赋予农产品

灵魂，将荔枝从商品升华为文

化符号。

——曾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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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

■全媒体记者誉建业 通讯员黄月婷

荔枝树背后的匠心

新农人的破局之道

新农人用电商破局乡村振兴

一棵荔枝树引爆10亿流量

电商发展日新月异，要紧跟时代步伐

才能真正融入电商发展热潮。近几年，除

了荔枝销售，曾发超还在思考一个问题：如

何推动从化荔枝走出去，以品牌提升实现

价值提升？令他印象深刻的是，2019年，

在曾发超的推动下，从化荔枝“邂逅”冰城，

只需不到6小时，一条全国最快荔枝配送

线就能让哈尔滨市民吃上从化荔枝。

2021年荔枝季，他带着一批大学生

开展助农直播，将直播场景设在荔枝园

里，为从化带来 100 多万元的荔枝销售

额。“经过几年努力，我们将从化本土的

井岗红糯打造成电商‘新贵’，果品单价

由 4 元/斤上升到 30 元/斤，大幅提升荔

农收入。”曾发超说。据统计，他探索出

的“荔枝+高校”模式，为高校学生进行自

媒体电商培训或授课，培育了 600 多人

次优秀高校学生主播，带领高校大学生

促进从化农产品销售，从而带动从化地

区农产品上行，销售额达100多万元，开

拓了高校+农产品销售新模式。

曾发超坚信，乡村振兴不是把农民

变成工人，而是让农民成为农业艺术

家。如今他培训的多名“新农人”中，有

的用无人机巡林，有的用区块链溯源，曾

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

2024年6月，荔枝热销的盛夏，一棵

挂满果实的荔枝树从广州市从化区出

发，经过 48 小时，抵达 3000 公里之外的

哈尔滨，直接引爆网络和全社会对“广东

荔枝”“从化荔枝”的高度关注和讨论，全

网流量达10 亿+，为第十一届哈尔滨荔

枝文化节送去一份岭南风情。而这场火

爆全网的荔枝文化营销事件的策划者、

推动者正是曾发超。

在曾发超的策划下，从化荔枝也在

这次“事件”中，经济效益和品牌推广上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通过创新的营销策

略，从化荔枝成功地提升了自身的市场

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广东荔枝”也成

功“移植”到黑龙江的大地上，这是一次

南北农业合作的生动实践。它为两地农

业生态增添了新的元素，也为两地的农

业交流带来了新的机遇。

从电商拓荒者到乡村振兴领军人

物，曾发超用一颗荔枝串起南北情谊，以

创新思维重构农业价值链。他说：“农业

的‘新质生产力’，不在实验室里，而在田

间地头的每一次突破中。”这位荔枝匠人

的故事证明：当传统产业遇上数字时代，

最朴素的劳动也能绽放最耀眼的光芒。

从2009年到2011年，曾发超抓住了

电商经济风口，赚到了人生“第一桶

金”。后来，成家的他回到家乡生活，看

到父亲用摩托车辛苦地将一筐筐荔枝运

到批发市场售卖，他冒出一个想法：能不

能把荔枝放到网店销售？

想法很快变成现实。2015年，电商

高速发展，华隆公司开拓线上销售，曾发

超加入其中。公司在果蔬保鲜技术方面

积累了很多经验，配合快递公司逐步解

决了荔枝冷链、贮运保鲜技术、包装材

料、售后服务等痛点，推动果蔬电商业务

稳步发展。

从化是广州后花园，也是北回归线

上的“中国荔枝之乡”、全国荔枝重要产

区、优质中晚熟荔枝产区。曾发超的电

商之路始于对家乡的深情。2019年，他

首次尝试直播带货，一口带着乡音的普

通话意外收获高关注，从此开启“荔枝+

直播”新模式。2020年初，生鲜电商迎来

爆发，曾发超回忆，当时公司一个月就能

网销水果蔬菜 30 万元，创下销售纪录。

当年4月15日的一场直播是曾发超事业

的转折点。那是一场公益助农直播，曾

发超临时顶替同事上播。“晚上 11 点开

播，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场普通话最不

标准的我，会引来那么多网友，流量达到

了一天的峰值。”这让曾发超坚信直播可

以创造更多可能。

曾发超说：“电商刚起步时，将货品摆

上网就有人来买；现在要掌握技巧、懂运

营，才能做好销售。”在曾发超看来，如今

直播风口已过，只有塑造独特IP才有生

存空间。“我们要赋予荔枝独特意义，才能

让它被人们记住，最终达成消费。”这也是

他不遗余力推动从化荔枝北上的原因。

自那时候起，曾发超便积极发展电商

新业态，创新销售新模式，拓展销售渠道，

通过线上线下互动融合，帮助优质农特产

品线上销售，创品牌、实现助农扶农，让农

户增收致富。不仅在农产品市场营销上

取得了显著成就，更在乡村振兴和农业电

商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当地农业发

展和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提升从

化荔枝的知名度起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广州从化郁郁葱葱的荔枝林间，

曾发超将手机化作“新农具”，用电商思

维为传统农业注入活力。这位土生土长

的从化人，放弃了城市30万年薪的工作

返乡创业。自加入广州市从化华隆果菜

保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隆公司”）以

来，他十年如一日，深耕农业电商，让“从

化荔枝”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乃至世

界。2024年，身为公司营销总监的他策

划的“赠哈尔滨荔枝树”事件引爆全网，

超10亿流量让从化荔枝品牌破圈，成为

南北农业合作的典范。

“00后”信号工陈鸿耀：

电缆槽里写答卷
■全媒体记者彭新启 通讯员刘子寒

在广湛高铁建设现场，有这样一个年

轻的身影，他穿梭于信号电缆槽与线路间，

用脚步丈量着新线建设进度，用汗水书写

着成长印记。他就是肇庆信号水电段广湛

高铁信号施工介入组4组成员——陈鸿耀。

2024年8月，陈鸿耀毕业后进入湛江

西信号车间见习，开启他的职业生涯。虽

初来乍到，陈鸿耀肯吃苦、勤学习，今年1

月，刚定岗的他主动加入广湛高铁新线介

入队伍。

初到新线介入现场时，24岁的陈鸿耀

还是个对施工标准“似懂非懂”的“小白”，

虽有一腔热血，却稍显手足无措。但他没

有丝毫退缩，而是凭借着“00后”特有的冲

劲和韧劲，一头扎进新线介入施工工作中。

初入“战场”

首次参与放缆作业的场景，成为陈鸿

耀记忆里的“成长坐标”。早上8时，桥面

吊装电缆的平板车刚停稳，作业已迅速启

动。

组长郭鸿达一边用手反复检查电缆外

护套，一边叮嘱：“电缆必须靠钢轨侧敷设，

磨损点要精确到毫米。”在陈鸿耀眼中，师

傅郭鸿达是技术精湛、认真负责的学习榜

样，对师傅他心里满是敬佩。郭鸿达是段

里出名的技术能手，也是一个“细节控”，他

手头的笔记本记录着密密麻麻的问题和对

业务思考知识点。

跟着平板车行进时，陈鸿耀一边学习

一边协助检查电缆槽，没走多远就接连发

现好几处接地端子裸露的问题，师傅郭鸿

达一边递给他那本泛黄的笔记本一边示意

他拍照记录：“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逐处

‘扫雷’，让隐蔽工程全流程零隐患。”

电缆敷设作业看似重复，却是陈鸿耀

“打怪升级”的“试炼场”。每次放缆前，他

都会用指尖摩挲电缆外圈，3次运输破损的

处理经验让他总结出“望闻触”三步法：看

护套光泽度、听拖拽异响、摸表皮平整度。

传承“密钥”

在介入组，陈鸿耀总揣着那本“秘籍宝

典”——泛黄纸页上，师傅郭鸿达用红笔圈

出的“电缆外护套破损风险点”、用蓝笔标

注的“列控数据复核注意事项”，这些都成

为他的“成长指南”。

“每晚整理问题库时，我就像在和师傅

‘对话’。”陈鸿耀翻开最新记录：4月29日

漠阳江特大桥 DK235+473-DK238+130，

电缆端头破皮漏钢带；罗阳沈海高速特大

桥 DK243+779-DK245+779 处接地端子

封堵不平整、梁缝处缺异型板……这些细

节被他用不同颜色标注，对应着“立即整

改”“次日复查”等处理方案。

从最初对着设备“手足无措”，到如

今能独立编制 3 公里放缆作业的隐患台

账，陈鸿耀说：“师傅教会我的不仅是‘找

茬’，更是把每个毫米级的隐患都当作

‘天大的事’。”

夜幕下的高铁桥面上，陈鸿耀的手电

筒光束掠过电缆槽，照亮的不仅是蜿蜒的

银灰色缆线，更是新一代铁路人在新线介

入中扎根成长的轨迹。当清晨的第一缕阳

光爬上钢轨，他的笔记本上又添了新页：

“今日无漏检，是对岗位最好的交代。”

■曾发超展示企业在荔枝二产融合上的创新。 全媒体记者誉建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