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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广西罗城一场“民族
风”直播吸引80万网友围观。“养在深
闺”的仫佬族的五彩米、玉米头、牛肉
干通过拼多多走出深山、推向全国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直播镜头
前，穿着民族服饰的当地电商的带头
人马晓东，竟是辽宁盖州姑娘。

时光闪回到 2016 年 11 月，一场
初雪在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翩然而
落。农户们看着滞销在冷库里的 80
万斤苹果，陷入绝望。成功破解这一
困局的正是这个 80 后盖州姑娘。那
一年，农民出身的马晓东忙活了 7 个
日夜，盖州的滞销苹果全数搭乘“电
商快车”销往全国。

这场漂亮的战役，让农户亲眼见
证了互联网的力量，不仅成就了马晓
东个人事业的飞升，也开启了盖州电
商助农的崭新一页。据该州市商务
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盖州农
产品电商销售额超过三千余万元。

近20年的奋斗，马晓东从深陷贫
困的农民，成为在全网销售 400 万斤
苹果的企业家，现在已经是助力区域
经济发展的电商带头人，助农足迹遍
布全国各地。她的华丽转身，是一个
热血故事。

辍学回家务农
合作社模式落地东北

马晓东成长在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母亲罹患乳腺癌。2001 年，她被
大连外国语大学录取，还没来得及好
好感受美好的大学生活，便得知母亲
癌症扩散的噩耗。“考上了大学，我却
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勉强支撑了半年，马晓东不得不放
弃学业，回家照顾母亲，供弟弟上学。

她一边做乡村代课老师，一边帮家里种
苹果，大学梦从此被埋在了心里。

生活的重担没有绊住马晓东奋
斗的脚步。母亲病情稳定后，她又辗
转到深圳和厦门打工，接触了农产品
进出口贸易。她经常在心里琢磨：大
部分出口水果都是合作社供应的，南
方的农村合作社做得有声有色，这种
模式能不能移植到东北呢？

2009年，马晓东把心里多年的想
法落了地。她回到家乡盖州，帮助弟
弟在矿洞沟镇宋堡村办起了合作社，
一户一户说服村民，从最开始只有几
户，发展到152户，为当地农民提供产
供销一条龙、全链条的服务。合作社
经营进入稳定期后，马晓东与丈夫又
奔赴天津发展。

痛失亲人回乡创业
滞销苹果“触电”创造7
天奇迹

时间来到了2016年，这一年盖州

苹果迎来大丰收，马晓东却遭遇了人
生中最沉痛的打击。母亲病重，3 月
离世。同年端午节又传噩耗，弟弟因
车祸去世。

“我的大后方没了，我感觉天塌
了。”马晓东纠结过，以后还要不要回
盖州生活。当时她在天津的进出口
贸易公司做得小有起色，年收入达到
几十万元。“小时候总想要远走高飞，
妈妈弟弟离开以后，我反倒希望离他
们更近一点。”马晓东说，她生在农
村，长在农村，农业永远是她的根，所
以她决定回乡接手合作社。

当时，合作社面临股东抽资，遭
遇一系列债务问题。当年盖州的寒
富苹果、国光苹果贱卖到几毛钱一
斤，大量的滞销苹果被倒进小河沟
……到了 11 月份，仍然有 80 万斤滞
留在冷库里。

当时马晓东已经开始尝试探索
电商销售模式，但是大部分农户仍然
是拒绝的。“没有看到有车来拉货，这
靠谱吗？”

面对大家的质疑，马晓东做出了
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拼多多上开
设盖州苹果旗舰店和数十家盖州农
产品专营店铺。综合考量佣金、服务
费、流量获取成本等因素，马晓东把
拼多多这个电商后起之秀选定为盖
州农产品“触电”的主赛道。“这个决
定对于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如果平台
选错了，几十家店铺的运营成本就会
损失掉，我们当时已经输不起了。”

结果是让人欣喜的。大约 40 万
斤的滞销苹果在拼多多上打开销路，
发往全国各地。7天内滞销苹果基本
全部被消化掉了。

创新“敷面膜”技术
盖州苹果雄起网络市场

盖州苹果“触电”，牛刀小试，尝
到了甜头。但是新疆阿克苏苹果、烟
台苹果早已进入网络市场，电商运营
趋近成熟，而盖州苹果明显竞争力
不足。

为了让盖州苹果在网络市场中
脱颖而出，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
质。以前的盖州苹果普遍采用的是
套袋技术，一方面隔阻虫害，也能让
苹果表皮光滑，但苹果被长期“罩
住”，口感欠佳。马晓东从日本引进
了海藻生物膜技术，给苹果敷上“面
膜”，用有机种植的方式从根本上避
免农害，提升口感。

同时，马晓东建立了专业的运营
团队，在拼多多上又开设多家店铺，
齐头并进，占据流量入口，苹果年销
可达到 140 万斤，品牌影响力日渐强
大。马晓东还带领村民不断开发新
品种，做起了跨境电商，精准对接需
求，将精品水果销往泰国、缅甸、韩

国、日本。截至 2019 年底，她在全网
累计销售盖州苹果 400 余万斤，其中
拼多多平台占了一半。

研发560学时电商课程
助年轻农人改变命运

事实上，农村电商是一门“技术
活”，包括了种植、质量、采购、设计、包
装、物流、机械等20多个专业，涵盖了

“三农”工作的方方面面。电商人才正
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从农民到农商，只是马晓东转型
的一个层面。随着团队影响力的扩
大，马晓东开始为整个营口市的海蜇、
油桃、海参等特色农产品进行包装运
营。同时，她被中组部、农业农村部聘
为电商培训讲师，自主研发实用电商
课程560个课时，把鲜活实用的电商技
术带进校园，带进村屯。马晓东在多
所高校兼职特约讲师，以另一种方式
圆上了曾经的大学梦。

去年，在盖州市政府的支持下，马
晓东创办了盖州市电商产业园，吸引
了一大批年轻农人拥抱互联网。“电商
发展给了我们这些没有资本的人弯道
超车的机会，给了我们这些不用靠父
辈的根基便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机遇，
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并且帮助
他们创业。”她说。

去年7月份，马卓来到产业园学习
电商运营技术，她在拼多多上开了一
家销售东北酸菜的店铺，目前已经冲
到了该品类排行榜前三名，疫情期间
日均发货1000余单。她说：“现在一个
月的收入能抵得上过去一年，我也算
是改变命运了。”目前盖州电商产业园
孵化的成熟企业40余家，日均发货量
达到数万单。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5月25日，马晓东走访当地香瓜种植区，向农户了解香瓜的生长情况。
（盖州市电商产业园供图）

从贫困户到带头人 女农商卖出400万斤盖州苹果

80后“水果女皇”华丽转身的背后

万雨慧，从山村走出去的90后女
孩，凭借自身的努力，取得了汉语国
际教育硕士学位。身处大都市的她，
却在这一刻，舍弃了了高薪工作，毅
然选择回到老家铁岭市西丰县，在最
偏远的山村，做一名乡村教师。

作这个决定时，没有豪言壮语。
她说，这一切，缘于一本书和她对家
乡的热爱。

小山村走出的女大学生

1992年出生的万雨慧，老家在铁
岭西丰县西丰镇六安村。虽然是个

“90”后，但万雨慧非常能吃苦。
2008 年，家庭的原因，万雨慧一

个人背起行囊来到距离家乡近百公
里远的铁岭市求实高中。“那是我第
一次离开家，我现在还记得，当我在
宿舍收拾完行李后，跑到学校操场哭
泣的情形。”万雨慧说。

三年的寒窗苦读，万雨慧考入河
南周口师范学院。在大学里，每天下
课之后，她都会和室友们一起去图书
馆充实自己。同时，她还会利用课余
时间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把每一天的
生活都安排得更有意义。在校期间，
她曾经连续两年被评为周口师范学
院后勤管理处“优秀学生干部”。

大三下学期，她开始着手考研，
她将目标院校确定为辽宁师范大
学。为此，在别的同学悠闲自在享受
美好大学生活的时间里，她开始了一
场独自而又刻苦的生活，每天只出现
在“寝室—食堂—自习室”这单调而
枯燥的三点一线之间。

“河南的夏天热得难以想象，室
外接近40度高温，自习室的吊扇仅能
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万雨慧笑着
回忆，“晚上为了摆脱困意，我们都站

着学习。”
回忆那段经历，万雨慧总是笑

着，她说，那段时光是她最为宝贵的
财富。

读书期间勤工俭学

终于，万雨慧如愿地收到了辽宁
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读研的这两
年对万雨慧来说，是真正飞速成长的
两年，她接触到了更多优秀的同学、
老师和留学生们。凭借着不懈的努
力，万雨慧连续两年获得“对外汉语
教 学 技 能 大 赛 二 等 奖 ”，被 评 为

“2015-1016 学年度辽宁师范大学三
好学生”“国侨办 2016 年海外华裔青
少年夏令营优秀志愿者”，并以优异
的成绩被学校推荐到大连工业大学
实习半年，续兼职至毕业，被授予“优
秀实习生”荣誉称号。

其实，万雨慧的教师生涯从研一
下学期便开始了。“我父母离异，还有
一个弟弟，成年后就不想再让家里提
供经济帮助了。”所以，万雨慧在开学
之初，就向学校申请了助学贷款。而
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万雨慧开始
利用一切机会勤工俭学。

“我在学院担任留学生本科班班
主任助理，并担任留学生HSK强化班
辅导教师，晚上还承接了一对一家教
工作。”万雨慧说，尽管工资不高，但
却都是她喜欢的工作。

从研二开始到大连工业大学实
习，她负责教学、来华学生管理以及
会议记录等相关工作，生活变得更加
忙碌。“那些日子虽然很累，但却非常
充实，虽然背着债务，但我还有美好
的希望和梦想！有时候不拼一下，谁
都不知道自己究竟会有多大的潜
力。”万雨慧说。

作为一名兼职教师，万雨慧的学

生小到十六七岁，大到六七十岁都
有。尽管年龄差距很大，但最后都能
成为朋友，因为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
的——就是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
化。

万雨慧说，学生们对于学习的热
情令她深感敬佩，无论多大的年纪，
无论什么样的职业，却都有一颗上进
的心。在学生们的身上她感觉自己
学到了很多。

一本书改变了人生定位

毕业后，在导师的介绍下，万雨
慧加入沈阳市某教育培训中心，负责
高中语文教学工作并担任组长一
职。在近两年的工作中，她不断刷
题、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分析，
想尽方法去帮助学生们提高成绩。
耐心的讲解、幽默的风格，使她深受
学生们的喜爱。

在此期间，万雨慧见证了很多学
生的逆袭，看着他们考入自己理想的
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等211、985高校的学生……作为学生
们曾经的语文老师，收到家长送来锦
旗的那一刻，万雨慧深深地感受到了
身为一名教师的自豪与感动。

为了尽快还清贷款，她主动请领
导排课。最高记录是一天从早上7点
到晚上10点都在上课，每天仅仅休息
半小时吃个午饭。

2019年高考前，万雨慧带着学生
们阅读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当读到
乡村教师凭借着微小的生命个体，用
原始方式艰辛地推动地球人类文明
进步时，突然深感敬佩。这虽然是一
篇科幻小说，但是现实中却也有很多
这样的师者，扎根乡村默默奉献，为
了帮助孩子们走出大山，不惜牺牲自

己的一切。
这也让她想到了对自己影响很

大的老师，“我的初中班主任，也是从
外面的世界回来的。和其他老师不
一样，他总是有很多独特想法，也有
很多故事，总会用自己的经历引导迷
茫中的我们，激励我们坚定信念、勇
往直前，他就是我最好的榜样”。

就在那一刻，万雨慧好像一下子
找到了人生的定位。

放弃都市高薪工作
甘做乡村教师

于是在高考后，她不顾朋友的劝
说，果断辞去了月薪过万的工作，回
到家乡。

天德镇是铁岭市西丰县最偏远
的一个乡镇，距离西丰县城大约四十
六公里、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2019年12月，万雨慧正式入职天
德镇中心小学。由于疫情的缘故，至
今她还没有见到班里的小可爱们，不
过通过和家长的微信交流，她对孩子
们有了一些初步了解——班里大部
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缺少关心和
爱，更缺少学业支持。

作为一名教师，万雨慧非常清
楚，小学生正处于个性、品德、习惯形
成的关键期，小学阶段对孩子的一生
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得到正
确的引导和教育，才会促进他们的健
康发展。孩子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只
会教书的机器，而是需要一个有血有
肉的引路人和示范者。

“我也是一个从乡村走出去的学
子，我见识过乡村和城市教育的差
距，所以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家乡的
孩子拓宽视野，走出乡村，放眼世
界！”万雨慧说，这便是她的初心。辽
沈晚报特派铁岭首席记者 赵天乙

万雨慧上大学期间，获得了很多荣誉。 受访者供图

90后女硕士放弃大都市生活下乡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