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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下的芜湖特色农产品营销创新 

李玲
1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后疫情时代背景下随着人们生活观念、消费习惯的改变，农产品数字化流通将成为常态化，芜湖特

色农产品营销正受到诸多因素影响，面临着发展困境。基于“互联网+农产品”这一新的营销模式，提出有效的营销

创新对策，有利于拓展芜湖特色农产品更好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芜湖 特色农产品 “互联网+” 营销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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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着许多特色鲜明的农产品。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农产品的品质、购买渠道及

方式等产生了新的变化，也给芜湖特色农产品带来新的挑战。及时有效地调整营销方式是抓住机遇的关键。就芜湖特色农产品在

销售渠道不畅、知名度不高等方面的现存问题，结合其产品特色及营销优势，基于“互联网+农产品”这一新的营销模式，提出

相应的营销创新策略，有助于其更好地发展壮大。 

1 后疫情时代对芜湖特色农产品营销带来的影响 

1.1人们生活观念、消费习惯发生改变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大规模肆虐，严重的疫情不仅危害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还严重地冲击着经济社会，

很多产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以线下模式销售为主的传统农产品行业更是如此。如今疫情在常态化防控阶段，后疫情时代下

的人们生活理念、消费饮食习惯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人们的消费观念正日益理性。在笔者展开关于疫情后消费模式的调查中显示，只有少数人会选择报复式消费，而大多数人更

偏于理性消费，表示消费水平会与疫情之前或疫情间水平保持一致。越来越多的人偏向于挑选物美廉价、经济实惠的特色农产

品，也愈益注重特色农产品的安全、品质等方面问题。芜湖特色农产品除了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更要加快建成芜湖特色农产品

安全监管标准体系，保障特色农产品的品质质量。如果品质质量不能保障、价格区间摇摆不定，则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其市场销

售份额。 

人们的消费模式日趋网络化。近些年来，移动互联网行业不断取得巨大的突破，物联网这一概念正日益成为主流。受疫情影

响，互联网工具化进程加速，生鲜电商使用者数量急速上涨，很多以前更喜欢去实体店进行消费的人群(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的

消费者)，因居家隔离而转为线上消费。接触了线上消费，并了解到线上消费的快捷便利，他们改变了原有的对线上消费的偏见，

并逐渐养成了新的购物习惯。线上消费的蛋糕越做越大。全国的物流服务水平、快递送达速度也正在不断提高，快递网点主要以

“四通一达”为代表，遍布全国，方便简捷，在疫情期间更是起到了减少人员接触、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作用，这大提高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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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线上购物的欲望。既能获得质量可靠又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又能实现“零距离”接触的购买模式，这让人们更加放心和认可，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尝试线上购物。 

1.2芜湖特色农产品销售面临发展困境 

1.2.1知名度不高 

芜湖特色农产品种类很多，已有 5 个入选安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但是离进入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

距。据调查结果显示，芜湖特色农产品大都呈区域化出名，能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农产品品牌很少，并且它们的品牌化程度不

高，拓展营销市场存在一定的难题。 

1.2.2宣传力度不大 

芜湖市每年都会开展农产品展销会活动，以此来推进农业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态势，既丰富市场供应，又促进芜湖市当地

经济的发展。但是芜湖农产品展销会宣传力度还不够，很多当地人都不知晓此类活动，更不用说外地消费者了。除此之外，芜湖

很多特色农产品在品牌营销宣传方面的创新力度不够，主要销售渠道单一，尚未有效利用新媒体优势，诸如小红书、抖音等网络

信息传播平台有待涉足。 

1.2.3营销渠道不畅 

据了解，目前芜湖农产品批发市场共有 101处，但农产品的市场批发现状仍很混乱。这种批发活动中间环节繁多，存在不正

当竞争、价格操控、乱收费等现象。芜湖特色农产品专卖店经营种类多而杂，规模上都不大，消费者在实体店直接购买的特色农

产品食品质量难以有效保障，有些商家拿着普通的农产品以次充好，使其陷入信任危机。许多特色农产品在物流运输过程中容易

腐烂变质，到达购买者手中时，难以确保农产品的新鲜品质。这些都不利于芜湖特色农产品的口碑营销。 

1.2.4缺少有效率的农产品交易平台 

据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愿意线上购买特色农产品，在疫情期间也都有过网购经历。京东、淘宝、拼多多等大型电商

平台都有自己的农产品交易板块，电商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线下销售模式存在的空间限制的缺点，但是这类电商平台涉及业务繁

多，不会深入专销特色农产品，有的生鲜电商平台又不单单销售芜湖的特色农产品，一些竞价排名等潜规则使其品牌推广受到限

制[1]；消费者在面对选择时会无从下手，不能很好地判别芜湖特色农产品的真伪，购买的产品品质不能有效保障。 

2 芜湖特色农产品具备的发展优势 

安徽是农业大省，而芜湖则是公认的“江南四大米市之首”，更不负为鱼米之乡。农业在芜湖的城市发展中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芜湖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土壤肥沃，交通便利。芜湖港更是安徽省非常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芜湖高铁通达全国各地；

公路交通便捷；城市交通轨道建设也即将竣工。交通的便利对芜湖特色农产品的物流运输提供了较为完善的便利条件。 

2021年 2月 21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决心。文件指出要加快完善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改造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

城[2]，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推进了芜湖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的发展势头。截至 2020 年，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关

于安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中，芜湖入选总数为 5个，分别是芜湖县陶辛莲子安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南陵县奎湖鳙鱼安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
[3]
、南陵县南陵紫云英弋江籽安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无为市无为螃蟹安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4]
、芜湖县陶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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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安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5]。创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成功入选是对芜湖特色农产品发展的一种肯定，对芜湖市发展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培育特色农业品牌有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及引导作用，实现芜湖特色农产品产业健康发展。 

芜湖特色农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比如繁昌长枣、南陵紫云英弋江籽等是结合当地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孕育而生；老芮麻

油是当地人采用不添加任何化学成分的原生态古老木榨工艺生产而成的口感浓厚且独特的麻油，每种农产品都有着自身特有的

魅力，同时其优质的产品质量，令人回味无穷的口感以及独特的地位，都会吸引广大消费者的关注，具有其他农产品不可比拟的

发展优势。 

3“互联网+农产品”销售模式的运用及实施 

近年来，“互联网+”带动传统农业的进一步改革，转变了传统农业销售方式，加速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步伐，2019年中央

一号文件强调要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实施数字乡村战略，要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疫情的影响下，传统的线下销售模式不

能灵活面对突发险情，全国多地特色农产品滞销的缺陷显而易见。要及时结合互联网可跨越时空间，充分利用芜湖特色农产品的

发展优势及潜力，开展新的营销模式，以其推动其更好地发展。 

3.1建立特色线上营销平台，推进与线下融合发展 

“互联网+”的热潮推进农业电商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在疫情防控期间，电商更是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效购物平

台，生鲜电商用户数量激增。农民要在网络平台上开店，给消费者提供相关服务之前，会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活动，可是大多数

农民缺乏专业的网络营销知识，不能很好地建立农产品品牌效应。网络平台农产品种类繁多，没有展现自身的独特性，不易于受

众选择，如果仅是在网络平台上将产品卖出去，这样会不利于提高芜湖特色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也不利于扩大销售额。要解决

这些问题，就应该引进专业素质较高，综合能力较强，具有深厚的网络营销基础的队伍，创建一个专业的专售芜湖特色农产品的

网络平台，详细公布所有芜湖特色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渠道、物流链等一切信息[6]，并且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共同管理。在管

理过程中，明确评价标准，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安全监测标准，以利于保障农产品品质质量安全，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芜湖特色农

产品，增加农产品的信誉度和影响力，以及消费者对购买的特色农产品的信任度。 

与此同时，建立汇聚芜湖特色农产品的体验店，可以为消费者提供试吃，向消费者科普特色农产品的相关历史，指导消费者

烹饪特色农产品的最佳方法。有些特色农产品还可以让消费者参与制作，以此与消费者建立信任的、沟通的关系，发挥出体验店

展示芜湖特色农产品品牌的最大作用。 

此外，要确保线上线下销售宣传同步进行，消费者可在实体店体验，线上官方网络平台下单；也可在官方网络平台，查找到

关于芜湖特色农产品详细的资料、视频。线上线下特色农产品的价格透明，在前期的销售中，可以适当增加优惠活动，不断提升

用户体验，增加消费黏性。 

3.2以“互联网+可视农业”展示独特魅力，开启互联网认养模式 

芜湖特色农产品生产者可在互联网上实时公布特色农作物或者牲畜成长的所有过程，目的是为了让消费者放心购买其特色

农产品，利用这种“可视农业”模式将芜湖特色农产品的生产透明化。在创建的芜湖特色农产品营销平台，设置可视平台监控视

频的板块，24h实时监控，消费者登录专售芜湖特色农产品的网络平台，就可以直接观看生产全过程。 

同时可开启互联网认养模式，消费者在芜湖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向在指定的芜湖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或者在已经通

过评价标准的供应芜湖特色农产品家庭申请实名认养，预选田块、树苗或者牲畜，然后和供应者共同管理，收获的产品为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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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供应者获得相应的收益。登录芜湖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消费者可以实时监控自己的特色农产品，还可以提前预约和

亲朋好友一起去认养地参与劳动。 

食品安全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后疫情时代下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会更加严格。将可视化农业模式和认养模式结

合起来，能使芜湖特色农产品生产过程透明化，真正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跟踪，有力确保农产品质量。 

3.3名人代言+短视频、直播进一步提高知名度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互联网的下沉用户数量正在不断地扩大，短视频利用大数据精准推送技术，可以有效满足各个

年龄阶层人们碎片化时间的视听需求。在疫情防控期间，直播电商、短视频发展火爆，可就芜湖每种特色农产品，结合芜湖独特

的地理位置、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底蕴及历史典故，讲解烹饪特色农产品的最佳方法，制作不同风格的短视频，进行网络品牌

打造。比如无为螃蟹，从古至今，赞美无为螃蟹美味的诗句数不胜数，文人与无为螃蟹发生的有趣故事也一直被当地人津津乐

道。可以从历史故事角度出发，利用三维动画技术将古人与螃蟹的故事重新展示在大众眼前。在互联网时代，用系列叙述性短视

频讲好芜湖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故事，是吸引受众、提高知名度的一种有效方法。 

当前直播经济起着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可邀请名人，凭借其影响力为芜湖特色农产品品牌背书，提高芜湖特色农产品的关

注度、知名度。比如邀请依靠《山河令》大火的龚俊，他在一次直播中唱歌，被粉丝玩梗，制成了《爱你芜湖》的芜湖宣传片。

邀请品性良好、具有一定粉丝基础的名人来进行专场销售芜湖特色农产品的直播，利用粉丝效应将芜湖特色农产品的宣传成本

降低，因为人们常会自发地为自己喜欢的产品进行宣传[7]。此次调查显示，人们更加乐意去购买亲朋好友推荐的农产品。如果在

芜湖特色农产品质量有保障，自身具有独特的口感等基础上，有望通过个人购买其特色农产品后带动周围其他的人消费。 

3.4推进芜湖特色农产品的社群营销 

疫情的发生改变了人们购买农产品的习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网购农产品，也接受了群购物，社群营销在疫情防控期间有了

更深层次的发展。要建立芜湖特色农产品社群营销，可以在前期利用微信、微博引流，依靠喜爱芜湖特色农产品的朋友拉新等创

建社群。社群管理者将提供芜湖特色农产品的相关信息，比如如何认养、如何烹饪才最好吃等受众最感兴趣的话题；发放购买芜

湖特色农产品的优惠券；为客户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24h在线接受任何关于芜湖特色农产品投诉信息等，以此来维持社群的有

效运营。 

3.5与芜湖非物质文化遗产铁画联名设计创意包装 

疫情防控期间，各行各业的广告媒介预算降低，但是品牌间的联盟却是越来越多。芜湖特色农产品可与芜湖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跨界营销，利用优势共创，推动彼此在品牌知名度、关注度、用户情感体验、口碑等有效的营销。比如芜湖市特有的工艺美

术品铁画，拥有独具一格的制作手法，其承载中华民族独特气质。可以用铁画创作出每一个芜湖特色农产品的特有的形象，并且

打造新型包装，以此来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附加值。很多消费者购买特色农产品除了会自己享用，还会有选择地分享给亲朋好

友，有创意、能体现芜湖浓厚的文化气息的精美包装会吸引消费者注意力，也会增加特色农产品被选择地概率，扩大特色农产品

的营销市场。 

4 结语 

基于“互联网+农业”的营销模式，针对当前芜湖特色农产品存在的营销问题，结合其独具特色及发展优势，将传统线下销

售模式与线上销售模式结合，不断创新营销方式，既符合当前时代潮流，也是目前推动芜湖特色农产品营销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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