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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大黄村宽敞漂亮的文体广场，
便来到了图书批发市场商铺入口。过街
天桥上悬挂着一块写有“图书之都 中国
最大农村图书市场·大黄”的牌子，彰显
出此处的不同凡响。

街道两侧是清一色的书店，店铺经
过统一规划，牌匾整齐划一，设有编号。
每个店铺的书架、桌子上都堆得满满当
当，少儿、社科、教辅教材等图书琳琅满
目，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让人惊叹。

“大黄图书市场始建于2014年，建筑
面积2.7万平方米，拥有商户23家，店面
46套，北京22家出版社常驻，网络销售
覆盖全国，日均销售4万册（旺季时达到
10万册）图书。”从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
豹子提供的数据来看，大黄图书市场之
前的繁荣可见一斑。

2020年，受疫情影响，大黄图书市场
遭受重创，有些商家转行了。“我原先有
100多家图书销售商，现在只剩下 20多
家，其他人都转行或外出打工了。”商户
韩艳伟说，他现在每月的销售额有二三
十万元，原来月入百万。

上午10时许，图书市场内出现了零
零散散的顾客。家住宝丰县城的张女士
带着两个女儿来到李晓辉的店内选购图
书，姐妹俩拿起漫画《父与子》，津津有味
地看起来。“这里的图书挺全的，价格也
比较便宜。”张女士说。家住附近的中学
生黄梦迪、赵榕鑫在此选购了《红星照耀
中国》等书籍。

“天冷，下午来买书的人会多一些，
但市场整体比较冷清。没办法，现在全
国线下图书市场的形势大都这样。”46岁
的李晓辉从2013年开始从事图书经营，
市场红火时，年销售额高达千万元。“今
年估计有四五百万。”李晓辉说，“今年的
疫情呈点状散发，有时销售人员刚到一
个城市，突然出现了疫情，啥也做不成。”

市场遇冷，但李晓辉没想过放弃。
“做图书销售时间久了，自己也喜欢看
书，越来越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你想
啊，我们这么多书进入千家万户，会让多
少孩子受益！”对李晓辉而言，坚守图书
市场，为了大黄村的一脉书香，也为了向
人们展示文化的力量。

市场遇冷，一些人转行，
一些人还在坚守这一脉书香

一个农村图书市场的生存“魔法”

当天上午，在李晓辉书店对面
的直播间内，主播张丽丽站在镁光
灯前，开始直播带货。张丽丽是一
位宝妈，家住附近吴庄村，刚加入主
播行列，还在实习期。每天她会阅
览大量图书，选择合适的儿童读物，
在直播中推荐给家长们。

李晓辉与商户们合伙组建了一
个电商直播团队，进行图书、渔具类
的直播带货。“图书直播不好复制，
主播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
积淀，这样的人才比较难找。”韩艳
伟说，图书直播销售通常3到5个小
时，好的主播一场直播能接到五六
百个订单，销售额有五六千元。

2020 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电商网购、在线服务
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
“互联网+”。马豹子深受启发，去
年他邀请来自上海、江苏等地的直
播带货讲师开展了23场培训，参与
人员600多人，带动批发商和一些
村民尝试销售新模式，实现线上线
下齐发力。

很快，村里又成立了电商产业
园，16家上规模的电商与供应链管
理企业入驻。这些来自浙江、广东
等地的企业为大黄村注入了新的活
力，越来越多的本地商户与乡亲们
开始借鉴先进经验，努力开发更为
广阔的市场。

“我们这里卖的图书都是直接
从出版社订购的，有运输专线，进购
图书有专车，从北京直达大黄，保证
正版，价格较低，还是很受读者欢迎

的。”在最早一批入驻图书市场的商
户李东峰看来，市场危中有“机”。
他说，经过大家的努力，如今线上销
量占到图书销售额的30%左右。

下一步，大黄村还计划建设短
视频与直播培训中心、电商淘宝培
训中心，扩大互联网营销试点规模，
培养互联网营销人才，匹配专业化
仓储分拣中心、快递与物流中心、拍
摄基地，把历经十多年培养起来的
小商品批发市场、图书批发市场向
线上全面转型，力争打造中原最大
的电商产业基地，以产业发展助推
图书、小商品销售，以产业发展推进
乡村振兴。

“有政府的扶持，有自己的努
力，我们对大黄图书市场的未来充
满信心。”李晓辉说。

推进“互联网+”，村民直播带货，村里成立电商产业园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楚让蕊

打开书店大门，泡上一壶热茶，
于茶香氤氲中点开手机，一一查看
网上订单。12 月 28 日上午 9 时，太
阳还没有驱走早晨的寒意，宝丰大
黄图书市场看不到一名顾客。然
而，网店一笔笔订单的到来，让李晓
辉心生喜悦……

就在李晓辉开门营业后，大黄
图书市场的10多家批发商也陆续到
来，店员们忙着整理图书、打包、联
系物流公司……市场渐渐变得热闹
起来。

大黄图书市场位于有着“魔术
之乡”美称的宝丰县赵庄镇，是中国
最大的农村图书批发市场。近年
来，图书市场日渐萎缩。受疫情影
响，图书市场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
的危机。擅变魔术的大黄人危中寻

“机”，走上了脱困求变之路。

当天上午，47岁的文鲲鹏正在
苏州寻找适合演出的地点。文鲲鹏
有一辆流动舞台车，常年在外表演
魔术。但是，他不卖门票，只卖商
品。

“魔术演艺也要顺应市场变
化。”文鲲鹏说，大黄村是闻名遐迩
的魔术村，人人都会玩魔术。只不
过，随着魔术演艺市场的衰落，大黄
人早已把魔术绝技转变为致富生意
经——“魔术搭台聚人气，不卖门票
卖产品。”通过“魔术+”的营销模
式，大黄人把图书、日用百货等卖到
全国各地。

大黄村村委干部马培鸽说，最
多时有 2800台来自大黄村的流动
舞台车载着魔术演出团，3.7万台面
包车载着日用百货、图书等，在全国
各地销售。最红火的时候，大黄村
一年的商品总销售额超过35亿元，

其中，图书销售额超过4亿元。
如今，流动舞台车、面包车等传

统销售模式仍发挥着积极作用。当
天下午，在贵州省岑巩县，赵豪良和
妻子正开着小货车售书。赵豪良是
大黄村邻近村庄——商酒务镇赵官
营村村民，国庆过后，夫妻俩带着两
万多元的图书到外地卖。“青少年读
物、医药保健类的书卖得不错，补过
几次货了。”赵豪良是商户姚彬杰
30多个固定图书销售商之一，哪种
书缺货了，他便下单，让姚彬杰通过
物流发货。

值得一提的是，在从事图书销
售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涉足其
他领域，现在大黄村形成了图书、相
框、日用品和床上用品四大市场，制
造和销售的产品几千种，成了全国
小有名气的小商品批发零售集散
地。

为助推“魔术+文化”新业态，
宝丰县连续三年举办“中国·宝丰图
书博览会”，“都在大黄图书市场设
了分会场，邀请全国几十家出版社
展销图书，还邀请著名学者举办讲
座、签名售书等，观摩、采风、魔术演
出、交流活动大大提升了大黄图书
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宝丰县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郭伟杰说。

同时，大黄人还不遗余力地拓
展“魔术+公益”。近年来，马豹子
先后到我省11地以及云南、贵州等
省的贫困村开展文化扶贫，拿出
500多万元购买并捐赠27万册科技
文化图书和其他文化用品，惠及 3
万多人。大黄村的魔术文化和图书
市场已成为该村响当当的名号，全
国各地的学校也开始信赖大黄图书
市场，来自学校的图书订单逐渐增
多。

拓展“魔术+”，演艺与销售并存，促进图书市场繁荣

主播张丽丽在做图书直播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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