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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媒体的凉山特产推广和营销 

——以凉山苦荞为例 

林文艺 吉洛曲布 代婷婷 杨心语 杨黎晨 陈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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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在我国的“三区三州”，据调查国家评

级为深度贫困区有 80%以上是处于我国的青藏高原区，而这里因海拔等自然条因素影响，经济发展基础较弱因而导

致了这块地区有相当大的集中深度贫困区。以凉山苦荞为例，对凉山特产新媒体推广和营销进行研究，认为当前凉

山特产的推广营销存在诸多问题，如营销体制不完善、品牌包装不够、农户营销观念落后、农户与市场信息对接不

准确不及时等，需进一步创新媒体内容制作和传播方式，更深层次地促进凉山特产发展。 

【关键词】：“三区” 凉山苦荞 新媒体 营销 

【中图分类号】F723.50【文献标识码】A 

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正在被科技进步和数据发展所震荡的全新时代，新媒体的出现与现如今 5G的结合以及应用，这将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新媒体以及传统媒体的传播同时扩大其影响力，在 5G 时代下充分发挥 5G 对新媒体的互补、推进等优势，能更有利

于汇聚和发展新媒体相关产业的发展合力，壮大产业支柱，开拓新媒体全方面的发展，如传播方式、途径等，进而以滚雪球的

形式推进更深层次更大格局的产业发展。但据调查当前凉山苦荞与新媒体结合的营销方式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尝试将凉山苦荞

营销方式与新媒体的营销方式相结合，来论述新媒体为凉山苦荞销售带来的好处和优势。 

1 苦荞当前销售模式 

大凉山是我们中国彝族人民的主要生活的地区，而彝族人民的主食就是苦荞。我们对四川凉山美姑县进行了调研了解到当

地苦荞种植面积达 7333.33hm2，产量达 140kg/667m2。苦荞粉自身的营养价值高，老少皆宜，苦荞的衍生产品如苦荞粉等在当地

有很大的市场，线下销售的效果显著。目前凉山供应正宗黑苦荞的企业有五家，其中大多为实体经营企业，规模有大有小，但

其中苦荞的销售几乎只有线下个体户在销售，在新媒体上几乎没有看到凉山苦荞的身影。而且很多企业为减少产品成本，不讲

实际品质，只玩概念。而大多数顾客似懂非懂，难以识别好坏。这些企业主要开发和研究以苦荞为原材的苦荞系列产品，如：

苦荞茶、苦荞酒等。经过研究发现，经过这些企业一系列加工之后，苦荞以及其衍生产品中保留的营养价值将大打折扣，失去

原有的营养价值。这些企业的消费者定位都较相似，都以高收入的消费群体为主，忽略了当代消费者注重的绿色健康的消费理

念，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更注重对产品营养价值的保留。且当前凉山苦荞生产者使用的最古老的脱壳技术，

将苦荞脱壳并磨碎，制成黑苦荞粉，这其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这个工艺虽然为苦荞保留其原有的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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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产品加工成本。可以看出，当前凉山苦荞销售市场缺乏以绿色高营养的原生态黑苦荞粉为主且生产成本低

的产品，同时也缺乏与之相应的线上销售体系。只有同时解决了这些问题，凉山苦荞才能再当前新媒体和 5G时代高速发展的市

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2 苦荞新媒体营销现状 

2.1当前市场新媒体的营销方式 

新媒体的概念是指利用当前数据时代新的科学技术，在全新的科技支撑体系下映入大众眼里的媒体形式，这其中包括社交

网络、电子杂志、移动数据、3D 媒体、数字电视等多种形式。单从媒体这个概念本身来说，新媒体跟传统的媒体相比只是在信

息传播这一方面有一定的发展和区别而已。但是无论媒体如何发展，其本质都万变不离其宗，首先都需要了解定位自己的目标

客户，明确目标客户需求和喜好，并找到他们自身对需求满足和获取的渠道。要想拥有一套良好的的营销方式，首先要明确其

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个性化的，具有可变动性的，而这些往往都与其自身的产品、服务以及品牌等密切相关。当前市

场上可认知到的新媒体营销方式有 8 类，包括：病毒式营销、事件式营销、口碑营销、饥饿营销、知识营销、互动式营销、情

感营销以及会员营销。 

2.2当前新媒体的营销模式 

2.2.1客户终端营销。客户终端营销主要是指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发达的环境下，电商利用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的 APP对产品

进行营销的一种方式。如入驻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它们已经拥有了自己成熟的销售体系还有庞大的物件存放仓库，电商们

则可利用这类平台相对成熟的大数据来寻找匹配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可以说电商平台就是当前最常见的客户终端营销方式。 

2.2.2微博营销。微博是当前人们进行媒体网络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受众面广泛，它涉及大众娱乐，新闻时事等等。其

中最典型的明星效应，微博中有众多为大众所喜爱的明星，人们可以通过微博与自己喜爱的明星进行互动和关注。在增加明星

自身热度的同时也会增加微博用户量。因此微博营销是一个十分有前景且实用的推广营销方式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SEO

营销，当用户需要搜索自己所需要的热门人物或热点事件时，会使用的相关软件的搜索引擎进行自己所需信息的获取，如百度

搜索引擎、微博搜索等等。利用各种搜索引擎搜索到相关信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相关内容进行修饰，突出重点内容，然后在

微博上发布，同时选中相应的关键词并配上与内容相关的图片，就可以用来吸引流量，同时可以利用微博的一些特色表情等吸

引点击量。微博还拥有官方认证的版块，获得官方论证以后更容易获得点击量与关注。当然除了我们通用的搜索引擎外，微博

内部也有自己的搜索引擎，里面有各种实时热点话题以及今日热门排行。正因为微博受众面之广，众多的产品品牌也会在微博

内进行产品的营销，以达到自己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其次还有微博的粉丝营销推广，粉丝是微博里最基础的一个成分，一个账

号就相当于一个粉丝，当前数据流量时代，粉丝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个产业的支撑有巨大的影响，如当前流行的娱乐产业，

就深受粉丝营销推官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粉丝营销推广就没有现在的流量娱乐产业。归根结底就是需要根据自身特色吸引跟拥

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并通过粉丝的影响力推广和宣传自己的产品或品牌，而这在国内的产品营销中也是十分成功的。 

2.2.3微信营销。当前微信营销方式包括以下几种：①互动式推送微信。通过一对一的推送，品牌可以与“粉丝”开展个性

化的互动活动，提供更加直接的互动体验；②聊天式对话微信。现在微信开放平台已经提供了基本的会话功能，让品牌用户之

间做交互沟通，但由于陪聊式的对话更有针对性，所以品牌无疑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投入；③“O2O”模式。在微信中，用户只

需用手机扫描商家的独有二维码，就能获得一张存储于微信中的电子会员卡，可享受商家提供的会员折扣和服务。企业可以设

定自己品牌的二维码，用折扣和优惠来吸引用户关注，开拓 O2O 营销模式；④社交分享——第三方应用。微信开放平台是微信

4.0 版本推出的新功能，应用开发者可通过微信开放接口接入第三方应用。还可以将应用的 LOGO 放入微信附件栏中，让微信用

户方便地在会话中调用第三方应用进行内容选择与分享；⑤地理位置推送——LBS。品牌点击“查看附近的人”后，可以根据自

己的地理位置查找到周围的微信用户，然后根据地理位置将相应的促销信息推送给附近用户，进行精准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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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短视频营销 

短视频营销属于视觉内容营销的方式之一，例如当前市场上存在的抖音、快手、小红书等 app，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向使用

者传递特定的信息及内容，吸引用户注意甚至促使其产生对产品的进一步了解和购买的意向，其中就包括商业信息、产品宣传

推广等，而这类推广的产品种类丰富不仅限于实物，同时还包括人工服务、物流以及虚拟电子产品等。因此可以在短视频营销

中，找准苦荞产品的潜在用户，并且创造有价值的内容吸引消费者购买，进而达到苦荞产品的宣传推广效果。 

视频营销市场出现的相对较早，但随着数据化时代通信技术的更迭，短视频营销逐渐出现在大众的面前，这也给视频营销

提供了更多种类的选择，短视频可以让商家和用户在不同的环境下了解到相同或不同的产品，短视频的碎片化、互动性以及丰

富性的特征很好地迎合了当前大众的网络娱乐社交需要，据统计平均每个短视频用户每天的短视频观看记录高达 40条。可见短

视频营销的发展前景十分明朗，随着现在数据化发展，网络广告推广，营销等需求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显著增加，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短视频营销在现代市场营销中将会拥有一片新的天地。短视频在投放效果、广告展示以及产品互动上有着突出的表现，

它无论是对经济、教育、新闻、游戏、娱乐等各行业都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与传统的长视频相比各方面都有卓越的突破，如能

进一步提高视频广告的点击率、增加了视频广告种类的播放。透过这些数据我们也看到了，开启短视频营销将是企业下一步的

正确选择。 

3 运用新媒体促进凉山苦荞营销的策略 

大凉山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交通运输非常落后，当地还未形成成熟稳定的网络营销模式，大多产品还停留在旧时的线下经

营模式。现如今，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一个网络大国，这给苦荞提供有利的网络宣传与推广基础。举例说明互

联网的互动式营销，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其最大的区别就是拥有良好的互动性，它能及时地反馈和交流，促进产品营

销。新媒体可以通过当前社交网络平台如微信、微博以及小红书、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直播带货拉近凉山苦荞生产者和

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进而产生强烈的互动。在新媒体作用下互动的产生，既抓住了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生产者的利益，

同时新媒体提供的平台能够让苦荞的销售者和消费者进行实时的信息沟通，彼此紧密链接在一起。互动营销这种双方共同采取

的行为，大大提升苦荞的销售量。而互动式营销可以促进消费者对产品进行重复购买，能够有效地支撑产品的持续销售，能了

解消费者的真正痛点、获得长期稳定的忠诚客户，进而实现商家和顾客利益最大化，这也是互动营销最大的优势。因此可以利

用新媒体营销方式，开发出一条新型土特产网络推广与销售产业链，大大提高苦荞的经济价值，为当地村民解决苦荞销售难的

困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3.1借助新媒体大数据进行个性化营销 

消费者自身需求的差异会影响他们对凉山苦荞的购买行为，其中苦荞的主要购买人群是中老年群体，自古以来苦荞就人们

被誉为“五谷之王”，它本身营养价值丰富，具有三降食品(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的功能。据研究发现苦荞拥有十分全面

且丰富的营养成份，且其药用性好，拥有很多人体所必须的营养成份。当然苦荞还具有通便排毒的功效，坊间对它也有另一个

称呼，叫“净肠草”。同时苦荞经过加工和衍生品制作以后还可以炒制做成茶饮，而这类产品对“三高”患者有很好的辅助治

疗作用。由此可见，它深受老年人群的喜爱，这类人群对苦荞的需求相对其他人群较高。因此，可以借助新媒体营销的大数据

技术进行个性化营销，使凉山苦荞的信息能够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和社交平台，如微信、微博、抖音等，有针对性地被不同人群

的消费者了解，同时也可以利用新媒体强化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准确性，让生产者更快更方便地了解到不同群体对苦荞产品的

需求，并有针对性地推荐给有需求的群体，同时为他们量身定制专属个性化的产品以此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3.2借助新媒体营销降低苦荞销售成本 

任何的商业贸易都离不开成本，而成本也是营销里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传统的农产品销售中，营销成本包括产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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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运输、宣传、包装等费用。成本在营销环节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营销成本是制约传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

素之一。在当前 5G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新媒体营可以通过新媒体资源中的各种资源整合，利用互联网这个庞大且复杂的关系

网，使消费者在无形之中接收到苦荞产品广告的宣传，同时也进一步地促进了苦荞品牌的宣传和推广借此可以大大降低凉山苦

荞的宣传成本；同时在当前 5G高速发展的时代，借助新媒体的大数据进一步提高凉山苦荞的生产水平，同时促进凉山苦荞衍生

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减少凉山苦荞的生产成本。 

3.3利用新媒体营销打造凉山苦荞品牌 

近年来苦荞凭借它自身营养价值高、药用价值高、绿色健康等特色，引来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商家以及消费者的关注。这也

导致凉山苦荞面临了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再加上大多数苦荞经营商都来自江浙沪等具有商业头脑的商户，他们对品牌的打造

十分的注重，而凉山地区的苦荞虽然天然纯正，种植方式绿色环保健康，但凉山苦荞的品牌打造还相对欠缺。借助新媒体营销

传播，用其多元的营销方式来增强凉山苦荞的营销效果。合理利用新媒体，根据对不同市场产品信息的整合，分析凉山苦荞自

身特色，制定出更适合凉山苦荞的销售方式，从而打造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当然在销售过程中，也可以适当加入符合凉山当地

的特色，如当地的传说故事，当地传统文化等，与之结合来形成更利于消费者产生共鸣和铭记的品牌，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购买凉山苦荞。 

3.4新媒体对凉山苦荞的营销特色 

研究产品对象地处凉山，凉山自古以来就是联系着云南和东南亚的重要通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塞，是一个有着得

天独厚优势的地区。但正因为凉山复杂的地势地貌(包括高原、丘陵、山地以及平原)，使该地区交通很是不便，据了解四川省

的贫困县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处在凉山地区，凉山下辖县仅有个别不是贫困县以外，其他地区都被带上了贫困县的“帽子”。

考虑到交通等方面的问题，提前做好调研，结合当前国家脱贫攻坚对电商扶贫的政策与上述新媒体营销的优势来打造“凉山苦

荞”这一品牌。通过利用抖音、微博、小红书、淘宝、拼多多等社交软件平台的直播带货，提升凉山苦荞的知名度。进而带动

凉山苦荞的销售，同时促进凉山当地 GDP增长，助力凉山的脱贫工作。 

4 结语 

文章通过分析新媒体的营销和推广对凉山特产苦荞的影响和作用得出，5G 时代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的优势，可以更好地促进

苦荞的销售和推广，创新的媒体内容制作和传播方式，可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促进凉山苦荞创业发展，助力“三区三州”地

区的脱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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