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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无不然，农业宜斤斤。想要收获丰收，除了辛勤的劳作外，也需要不断更新农业知识，因地制宜、科学种植。但在过
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何将农业技术准确传递到各家农户却是一个难题。

如今，通过短视频，越来越多的“农业技术员”开始在线教课，将自己掌握的知识以简单易懂的方式传播出去，助力更多
农民实现增产增收。

黑沟村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
东南部，距县城 31公里，海拔最高处达
3600米。2018年，成都市蒲江县司法局
大塘司法所所长任显侨主动报名，就任
泸定县黑沟村的第一书记。喜欢摄影的
他，第一眼就被村里的美景所吸引。

站在村里的最高处，蓝天为底、云海
为伴，远处依稀还能看到连绵的雪山，宛

如仙境。此后近 3年的时间里，任显侨
拍遍了黑沟村的每一个角落，并发布在
抖音@蒲泸光影、@华尖云峰两个账号
上。随着视频走红，黑沟村这个少有人
问津的偏远小村开始蝶变成网红打卡
地。不少游客特意从各地赶来，只为欣
赏雪山云海秘境。

据介绍，如今每年黑沟村接待游客

1 万人左右。有了知名度后，村里还第
一时间发展起了民宿和餐饮，腊肉、藏香
猪、土鸡、土鸡蛋、野生天麻等农产品也
不再发愁销路了。光是 2019年，村里中
药材的销售额就达到37万余元，藏香猪
也卖了 50万余元。凭借“特色旅游+农
业”的发展模式，目前黑沟村人均年收入
已突破了1万元。

四川甘孜州黑沟村

春日播种待秋实，每到九月念丰收。以
往，由于供需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农户最担
心的是“农产品出不了村”的问题。短视频
平台则以“涉农内容生产”与“信息连接”为
双擎，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生成助农的巨
大势能，聚合起裨益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在短视频平台上，很多“新农人”都是集
农户与网红于一身。他们利用短视频易创
作、微记录、可视化、轻传播的特征，发挥直
播真实可感、强互动性的特点，直接带货卖
货，拉动了自家或全村的农产品销售，进而
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原本供职于湖南广电的涟源女子龚红
玉，辞职回家后用镜头记录湖南的村镇和乡
村美食，走红了网络，之后她在抖音电商带
货家乡农产品，一年卖出上千万元湘货。内
蒙古非遗蒙古族风干牛肉制作技艺传承人
图亚，在50岁后才开始尝试通过短视频介
绍家乡美食。如今，图亚不仅成功在抖音售
出2万多件草原特产，还与当地200多名牧
民达成合作。过去牧民们养牛后都是整头
售出，价格约为1.7万元，但现在通过制成牛
肉干、酱牛肉等美食，一头牛的价格可以卖
到3.2万元，农牧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值得一说的是，在抖音上，这种生活化
场景、故事化情景外加精细化运营的模式，
能让许多农产品品牌更深入人心。农产品
的种植、养护、生产、加工等流程被场景化呈
现，能提升网民信任度和下单积极性；很多
三农短视频中的带感故事，能为植入的农产
品赋予价值主张，快速有效建立情感共鸣，
让农产品品牌力在自来水式传播中强化；精

细化运营则可以推动内容供应链与产品供
应链的双链融合。

当那些田间好物通过短视频与直播被
五湖四海的网友“种草”“安利”，农产品上行
之路自然也能更通畅，更多农民也能从中切
实受益。

除了推动农产品销售外，短视频还能助
力乡村文化传承、助益乡村生态保护。

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大量“天然去雕饰”
的村播内容，扎根农村的三农创作者通过镜
头展示着家乡的秀美山川、乡土日常、土特
产品和独特风俗。短视频的低门槛创作与

“随手拍、随时发”特征，直击了乡村民众内
心潜在的自我表达欲望，让他们有了更丰富
的精神文化生活途径。

这些“元叙事”式创作反映出的乡村原
生态生活场景，呈现的不只是那些隽秀的自
然风景，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屏幕中的画
面不仅让都市人群的“田园牧歌”情节有所
寄托，也让大山里的美景、美食被看见，吸引
大家去感受淳朴乡村的魅力，也让更多“新
农人”返乡创业并用知识技术反哺家乡。

这其中，还有不少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
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本来藏在深山人未
识，人去房空、日益破败，但短视频对其古风
古韵的呈现，让它们被外界知晓，古村也得
到了更好的保护及可持续的发展。比如浙
江丽水的横樟村，就是个聚族而居的古村
落，村中有文物古迹20多处，古道、古桥、牌
坊、古银矿洞、摩崖石刻等保存完整，传统建
筑群古朴自然。2014 年，在杭州创业受挫
的大学生麻功佐，选择回到老家横樟村，接

过家族传统卖蜂蜜。通过短视频这一形式，
越来越多的网友关注到了麻功佐镜头下的
古村风光，横樟村因此走红，引发不少网民
的自发打卡，横樟土蜂蜜也被带火，跃升成
为“浙江省蜂蜜十大名品”。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
启臻说，中国的村落文化不仅表现在山水风
情自成一体，特色院落、村落、农田相得益
彰，形成的独特村落景观，更主要地表现在
村落所具有的信仰、道德，村落所保存的习
俗，村落所形成的品质和性格。“当我们戴着
审视村落文化价值的眼镜走进村落时，你就
会发现村落是一座文化的宝库，这里的一草
一木、一砖一瓦，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
了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乡土情怀。”

而短视频的可视化、具象化、立体化呈
现，让包含村落文化在内的乡村文明得到了
更好地传播，并以遵循乡村价值体系的“柔
性助力”方式，涵养了乡村文化的活态性，助
益了乡村生态保护。

就此而言，短视频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
大有可为：那些三农短视频与乡村直播，在
凸显着中国乡村旺盛生命力的同时，还能带
来“造血”效应，让乡村沿着自身价值谱系实
现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少不了数字化之力。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
工程，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
深度融合。

互联网平台面对时代的召唤，该怎样利用
数字化工具、信息化技术去更好地助农兴农？
这是对平台的考验，也是平台面临的机遇。

用短视频描绘乡村振兴锦绣图
子衿

邱亚敏并非专业花农户出身，一
开始，她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开一家属
于自己的花店。

2008 年，终于攒够启动资金的
邱亚敏在四川成都人民南路开了自
己的第一家花店。虽然花店面积只
有 13.6 平方米，但对从小喜欢花花
草草的邱亚敏来说，却是实现梦想
的第一步。然而花店的发展却并未
就此安稳下来，之后的 12 年里，因为
房租到期不能续签、园林规划变更
等各种原因，邱亚敏和自己小花园
一共搬了 13 次家。

有了两个女儿后，邱亚敏决定发
挥专长，送给女儿一个美丽的花园。
历经 6个月的奔波，“海蒂和噜噜的花

园”终于建成，其中海蒂和噜噜分别取
自邱亚敏两个女儿的名字。在这个占
地 3000平方米的园子里，邱亚敏打造
了公主花园、魔法花园等 10个不同主
题的小花园。为了进行品种测试，她
一直坚持不打农药，“我想送给女儿
的，不是一座矫饰过的‘盆栽’；而是一
个真实而纯粹的生态。”邱亚敏说。

当花园里鲜花盛开后，美丽的
景色很快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欣赏，
邱亚敏的花园也因此走红。一次，
在与一位慕名前来的网友交流时，
邱亚敏得知，对方是专门从邻省赶
来，就是因为自己爱花却总是养不
活，所以来当面请教。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邱亚敏就此决定，把花园

景色与植物养护方法放到网上，让
更多人欣赏到花海之美、帮更多人
种植花草。

在向一位大学生参观者咨询后，
邱亚敏开通了抖音账号@海蒂的花
园，用短视频介绍花草种植的科普知
识。种球如何过冬？月季如何爆盆？
如何配置种花“神仙水”？她的选题几
乎囊括了各种花卉的种植技巧。截至
2021年9月，邱亚敏在抖音收获了192
万粉丝，其中既有刚刚接触园艺的种
花爱好者，也有已经有了多年经验的
专业花农。邱亚敏相信，美丽的花海
不应只存在于自己的花园里，通过短
视频的方式，每个爱花的家庭都能学
好养花。

@海蒂的花园：在网上教192万人学种花

“无光不结果，无水不长树，无
氮不长枝，无磷难成花，无钾难上
色，无硼难坐果，缺铁新叶黄，缺镁
老叶亡，缺钙黑点多……”对于学习
植物保护（植物病虫害）专业的周昌
南来说，顺口溜里提到的内容几乎
已成常识，但如何让家乡的农民朋
友也能学得会、记得住这些内容，却
并不容易。

2009年周昌南从中国农业大学毕
业，先后在一家农药企业做过产品研
发、市场营销等岗位。工作期间，周昌
南发现许多父母辈的农民由于缺乏专
业种植技术和科学指导，很难走出“靠

天吃饭”的轮回。因此，2016年周昌南
创立了自己的农资公司，并尝试做起
了电商，为农民推荐优质的化肥、农
药。此后带着农资、农技“上山下乡”，
指导当地乡亲学习农业技术、防治虫
害、提升土地产能成为这位“985毕业
生”的工作日常。

然而，农村地域广大，即使整日东
跑西颠，实际能辐射到的受众始终非
常有限。如何提高农学知识传播效
率，让更多农民学得会、记得住成为摆
在周昌南面前的难题。2020年初，周
昌南发现周围刷短视频的人越来越
多，敏锐的他第一时间想到这或许是

不错的农技传播方式。
从 2020 年 3 月发布第一条作品，

到逐步“爆款”频出的稳定阶段，半年
时间里，周昌南几次调整了抖音账号
@小周说农资的内容形式——从图片
式的农资介绍，到田间地头真实场景
的技术科普，再到Vlog式的真人口播，
通过不断摸索，周昌南逐渐找到了用
短视频教农学的最佳方式。目前，周
昌南已在抖音积累了 147 万粉丝，评
论区里时不时会有粉丝提问：“小周老
师，蓝莓用啥能提升口感？”“小周老
师，请问一下甜瓜得了白粉病应该如
何治疗？”周昌南都一一解答。

@小周说农资：将农学课堂搬上短视频

“90 后”苗族女孩王静是家乡
贵 州 省 施 秉 县 的 一 名“ 科 技 特 派
员”。 2014 年结婚后，王静到当地
一家菌种公司上班，一边干销售，
一边向公司的技术员们学习菌菇
的种植技术。虽然此前并未系统
学习过农业知识，但对于如何选择
菌种、准备基质、接种养护等技术
细节，王静却一点就通。也正是这
段经历，让王静积累了丰富的菌类
种植技术。

女儿出生后，王静开始涉足电

商。一开始效果并不是太好，直到
2019年尝试拍摄短视频后，她的创业
之路终于迎来转机。在抖音，王静将
自己掌握的菌类种植技术以短视频
的形式进行拍摄、讲解，很快引发关
注。评论区里，不少网友开始跟她学
习使用玉米棒子种平菇的技术。“一
开始，由于菌菇没有发出来，也有很
多人质疑。但我想，既然决定了要做
就一定要讲好种植技术。随着时间
的推移，粉丝跟着视频学做的菌棒开
始出菌，大家也就越来越认可我讲的

内容了。”
这位昔日的小学员如今已经成为

当地有名的农技推广员。相比前辈
们，王静更擅长用简单通俗的方式讲
解种植技术，面对镜头也十分自信，她
的短视频作品也因此受到关注，积累
了 200多万粉丝。现在王静不仅在网
上分享农技，还帮助县里的八九百户
农户带货，年销售额过百万元。经她
一路指点的老乡王文远，也已成为当
地的茯苓种植大户，带动了更多农户
一起增产增收。

@王静（农村生活记录者）：用通俗的方式分享农技

把技术送进万家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由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缪翼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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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尝试将家乡丰富的野生猕猴桃资源利用起来。

▲教更多人学种花是邱亚敏坚持做的事。

受限于地理位置、传播方式等客观因素，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乡村总是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然而，随着短视频的兴起，低门
槛、易上手的操作方式给了农民自我表达的机会，也让村里的好风光出现在许多人的手机屏幕上，被人们所看见。

比如浙江丽水市的横樟村，麻功佐等创作者用短视频让外界看到了家乡的美景，用直播为天然古法蜂蜜打开了销路。在抖音，先
后涌现出了一批横樟村这样的“网红”村，引来网友争相打卡的同时，也为村里增产创收、村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样的“网红”村不在少数，在短视频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乡村正在被看见。据抖音2021年6月发布的三农数据报告显示，过
去一年，抖音农村视频总获赞量129亿，农村视频创作者收入同比增长15倍。

看见村里好风光

横樟村坐落在浙江丽水松阳县南
部群山怀抱的谷地中，距县城 28 公
里。村里留有保存完好的 14 座香火堂
和一座祠堂，整个村落宛如一座微缩版
的城池。群山如同城墙，水口形成城
门，两溪在村中交汇，村子被溪流划分
为 3 个区块，道路随着溪流转动，将村
落扭结在一起。2012年，横樟村被评为

浙江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两年后又入选
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但受交通、传播
方式等限制，长期以来，古村的传统建
筑、民俗文化、美食特产少有人知，更别
提来村里切身感受了。

直到最近几年横樟村凭借秀美的风
景走红抖音，原本“养在深山人不知”的
村子一下子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观光。

看到村里有了人气，曾经外出打工的年
轻人也纷纷选择回乡创业。以@麻功
佐、@大山里的秘密等抖音创作者为例，
他们一边通过镜头记录村里的风土人
情，一边以直播的方式将家乡的特产好
物推荐给更多的人。在这些创作者的带
动下，横樟村盛产的土蜂蜜已被列入“浙
江省蜂蜜十大名品”。

浙江丽水市横樟村

2020年 3月，“90后”男孩尚勤杰因
疫情原因，滞留在老家附近的河南新乡
长垣市常村镇小屯村从事墙绘工作。历
时一年多的时间，他用一支画笔让小屯
村旧貌换新颜，从昔日人口稀少、摘帽不
久的贫困村，变成了抖音热门网红景点。

据尚勤杰介绍，一开始村民们并不
十分认可自己的墙绘，但坚持画了 3个

月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墙绘渐成规模
之后，逐渐开始有游客来村里拍照、打
卡。有人将自己在墙绘前拍的视频发到
抖音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河南有
个小屯村。受此启发，尚勤杰开设了自
己的抖音账号@大新，定期发布自己在
村里绘画的视频。他最受欢迎的一条作
品，播放量超8000万，点赞259.6万。

小屯村走红后，来村里做客的人越
来越多，看到村民采摘的蔬菜、门口堆起
的粉条，也愿意买几包带回去。村民们
也因此得以在家门口挣钱，省去了很多
辛苦。2021年春节，小屯村迎来了又一
个高峰期，日均客流量五六千人。有村
民说，春节15天自己靠摆摊就赚了一两
万元，相当于原来种地一年的收入。

河南新乡市小屯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