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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乡村网红”文化附加值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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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
在数字技术发展的驱动下，各地涌现
出大批“乡村网红”，他们大多通过短
视频的形式，或记录日常生活，或推介
农特产品，或展现乡村美景，从各个角
度描绘新乡村风貌，唱响现代版的田
园牧歌，成为备受关注的乡村代言人。

“乡村网红”发挥多重带动作用

与传统的宏大叙事不同，在互联
网环境下，“乡村网红”借助视频等媒
介形式，以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人视
角，向大众讲述自己眼中的乡村，更易
引发共鸣，甚至让人们得到“点对点”
的乡愁慰藉。

“乡村网红”为什么能红？一位网
友的评论能说明一二：“一眼蓝天，一
口乡音，一份乡情，都是抹不去的文化
记忆。”“乡村网红”没有美轮美奂的舞
台和精致的服装道具，却能在劳作之
中发现生活的美，在田间地头唱出心
中的诗，在自然风物中体悟人生四时，
他们中有的善用歌舞、段子等才艺传
达内心感受，有的善于分享和推介好
物，也有的善于挖掘非遗等文化资源。
接地气的叙事风格加上轻松的内容特
点，更能展现宁静惬意的乡情乡韵，更
易于传播，也就吸引了更多更广的受
众关注。

“乡村网红”能有多红？从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李子柒到藏族白马少年丁
真，从用情景剧刻画东北乡村的张同
学到凭借一支曳步舞收获网友盛赞的

“温州一家人”，坐拥千万粉丝的“乡村
网红”不胜枚举，展现出十分惊人的影

响力。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对乡村景象
的呈现造就了“乡村网红”现象，那么
对乡村文化的挖掘才是“乡村网红”影
响力的根本。

随着人气积累和行动积淀，越来
越多的“乡村网红”正由乡村生活的普
通记录者，转变为乡村新面貌的代言
人，甚至成为创收增收的带头人。一方
面，“乡村网红”助力乡村文化建设，让
乡土生活被更多人看见，在唤起人们
记忆的同时，也以自身面貌更新着人
们对乡土文化的印象。另一方面，乡村
文化带动乡村人才振兴，吸引城市创
业青年到乡村去参与乡村建设，也带
动了本地人才的发展。此外，“乡村网
红”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通过直播、电
商、网络带货等方式，一位网红带火一
个乡村的案例比比皆是，促进了产品
销售和乡村旅游发展。在一些地区，

“乡村网红”还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有所作为，成为社会力量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的又一代表。

由此可见，“乡村网红”在乡村振
兴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
着诸多带动作用。

公共文化机构探索引领路径

2021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全国
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简称“发展中心”）
统筹全国 3000 多家文化馆资源，以

“培育乡村网红、助力乡村振兴”为主
题，实施全国“乡村网红”培育计划，培
育“乡村网红”新型文化志愿者，赋能
乡村振兴。以此为引领，多地文化机构
展开了积极探索和深入实践，力图让

网红变“长红”。
辽宁省文化馆去年启动了“乡村

网红”的调研活动，并在考察中厘清了
“乡村文化网红”的概念，具有较强的
借鉴和示范意义。

“现在，辽宁的‘乡村网红’很多，
但真正懂传播、擅交流、赢人心的还比
较少，究其原因，主要受限于学历和认
知问题。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将流量转
化成服务量，让‘乡村网红’在参与文
化建设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正向反馈，
赢得更大成长空间。”据辽宁省文化馆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馆正在制订针对

“乡村文化网红”的系统培育计划，在
培育对象选择方面，广泛吸收具有某
一文艺特长和爱好的农民、基层文化
服务者、乡村文艺团队骨干、乡村致富
带头人等群体，进行政策宣导、文艺创
作、数字应用技术和网络语言等符合
其实际需要的培训，并尝试通过招募
志愿者、政府购买服务、聘任“文化推
广大使”，开通数字文化馆“乡村文化
网红”等方式，让“乡村文化网红”参与
艺术普及工作，最终建立起长效培育
机制，争取将“乡村文化网红”纳入文
化惠民工程。

“下一步，我们还将编印应用实务
教材，推动‘乡村文化网红’绿色标识
及考核机制，建立数据库，实施人才动
态管理，真正将‘乡村文化网红’转变
为留得下、靠得住、用得上的乡村文化
建设者。”该负责人表示。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也对湖北“乡
村网红”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总结。谈到
如何孵化和培育“乡村网红”力量，使
其深度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湖北省群

众艺术馆相关负责人分享了其思考成
果：文化馆可为“乡村网红”提供文化、
才艺、口才、技术类培训，增加其文化
附加值，对有才艺的“乡村网红”可主
动吸纳；还可协同社会各方力量为其
搭建平台、提供机会，如参与群众文化
活动推介、文旅融合活动等。

“一个积极健康的网红生态环境
尤其重要，文化馆应发挥所长，对‘乡
村网红’的思想认识和网络行为加以
引导和规范。同时，还要深度挖掘本
地区文化资源，提炼乡村文化空间的
服务核心，增强文化体验，以便引导

‘乡村网红’展示乡村特色文化，实现
内容生产上的突破创新。”该负责人
还介绍，去年9月，湖北省群众艺术馆
举办了乡村文旅公共服务培训班，旨
在通过培训、实践和各种创新方式，
发掘、打造一批优秀“乡村网红”，让
其成为乡村振兴的代言人、推介官、
带货官、形象大使。湖北省各级文旅
部门相关负责人、各县（市、区）推荐
的“村游网红”等共 300 余人参加培
训，为后续培育“乡村网红”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乡村振兴需要文化助攻

“乡村网红”的出现为乡村振兴带
来新的活力。去年，文化和旅游部出台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明确将“乡村网红”培育计划纳入
城乡文化惠民工程。今年1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大
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动数字

乡村标准化建设，研究制定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点。

政策加持意味着更多具有正能量
的“乡村网红”有机会和平台进入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在助推乡村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实现更大
价值。

反观现状，尽管各地对“乡村网
红”的重视程度逐年提升，乡村题材的
短视频关注度也颇高，但是快速发展
也暴露出“乡村网红”的短板。如一些
网红迎合猎奇心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
加深了人们对农村落后的刻板印象，
碎片化、同质化的表达也常常使得观
众对乡村的了解流于浅表。因而，当下
应将“乡村网红”培育与乡村文化振兴
挂钩，避免过度强化前者的产业带
动力。

就此而言，各地要深入了解乡村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为重要目标，努力提升“乡村网
红”的文化素养，真正发掘和培养出懂
文化、爱分享、善表达的新时代“乡村
网红”，完善相关机制，将他们吸纳到
基层文化志愿服务队伍中来。各地文
化机构不仅要在服务创新方面发力，
还应在“乡村网红”参与的内容生产、
产品推介、场景设置等方面主动连接，
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参与打造“乡村网
红”IP，共建乡村文化品牌。

“乡村网红”深度参与基层文化服
务，有利于持续进行文化资源挖掘、文
化传承，而只有真正扎根乡土文化，

“乡村网红”才能守住初心、走得长远，
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大的文化力量。

（《中国文化报》王彬）

每天早上，安
徽省郎溪县新发
镇诚信公园的一
条由鹅卵石铺设
的步道上，总能看
见群众或小步快
跑，或信步慢走，
在健身中开启一
天的新生活。“以
前没有健身意识，
空闲时间不是打
牌就是看电视，现
在生活条件好了，
对生活的品质追
求高了，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注意自
身健康，加入到健
身行列。”新发镇
官桥村村民张小
红一边快步向前
走一边说道。

同 时 在 仅 隔
300米远的镇全民
健身中心场地上，
来自镇上扬海机
械公司的2名员工
在打篮球。“刚到这儿来的时候，镇上
没有合适的篮球比赛场地，现在好了，
休息时间可以打一场球赛，放松一
下。”公司员工李帅开心地说道。

群众的需求就是努力方向。近年
来，新发镇在全力推动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中，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以项
目为支撑，因地制宜，本着就近就地原
则，不断推进农村健身广场、晨晚练点
和全民健身中心建设，打造涵盖镇村
组三级群众性健身网络，打通服务群
众健身的“最后一公里”。

“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起
了基本涵盖镇村组三级群众健身网
络，截至7月底，全镇共建有全民健身
广场13个，晨晚练点9个，公园3个，
村民们足不出户就能就地就近进行健
身锻炼。”分管群众文化的副镇长汪文
静介绍道。

引导群众科学健身，是开展全民
健身的重要工作。新发镇以“我们的节
日”为抓手，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积极开展“庆元旦、职工趣味运动
比赛”、“我爱新发广场舞”及篮球、乒
乓球等比赛活动。

据介绍，该镇将进一步加大推进
全民健身的投入，在已完成全民健身
中心一期工程灯光篮球场的基础上，
推进二期和三期建设。同时大力开展
群众性体育文化活动，除不定期举办
广场舞和篮球比赛外，还将开展“我运
动、我健康、千名群众健步走”比赛和
新发镇首届群众趣味运动会，进一步
推进新发集镇的全民健身运动健康
发展。

七旬老人胡春根
自办乡村艺术团
创编歌舞作品喜迎党的二十大

本报讯（武桂成）8月14日，室外
酷暑难当，江苏省东台市时堰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却是琴声悠悠，歌声阵
阵。一楼排练大厅里，时堰艺术团的演
员们正在认真地排练以喜迎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为主题的新创作的独唱、
戏曲、表演唱、器乐合奏等节目。虽然
汗水湿透了衣服，但大家个个精神饱
满，毫无怨言。

据了解，时堰艺术团拥有成员38
人，大部分年龄超过了60岁。领头创办
艺术团的是七旬退休工人胡春根，成员
由退休和在职教师、企业职工，机关和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村居退职干部以及
农民文艺爱好者等组成。30年来，时堰
艺术团义务送戏下乡300多场。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时
堰艺术团的创办人，从小就对器乐演
奏情有独钟的胡春根和队员们精心构
思，一起潜心研究，创作和改编了一批
红色经典的歌舞作品，“每周日，队员
们雷打不动进行排练，虽是天气很热，
但一天没落下，大家为了一个动作，一
句唱词，不厌其烦排练10多次，直到
满意为止，力求给观众以全新的感
受。”胡春根表示，最新编排的节目注
重在表演形式上有大的突破，力求给
观众以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激发
爱国热情。

秋日晨语 张成林 摄

近日，和朋友电话聊天发现，有几
位朋友都在医院陪护老人。闲谈中，深
感如何陪护老人应是需要社会和家庭
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孝老爱亲，贵在
经年累月如一日，贵在件件身边琐事用
心，尤为重要还是老人生病后的陪护。

热情耐心。《礼记》有言，“孝子之养
也 ，乐其心，不违其志”。陪护老人，不
仅要热情，而且要耐心。热情就是态度
热情，和颜悦色；耐心就是百问不厌、百
答不烦。儿女及晚辈应该以热情的态
度、耐心的言行劝慰、激励，特别是帮助
生病中的老人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与疾
病作斗争。

细致周到。粗心大意、粗枝大叶，是
陪护老人的大忌。陪护老人尤其应注意
其生活起居情况和情绪变化等，因为老
人任何一种心理变化都或多或少会影
响其状态和病情变化。陪护老人一定要
细致入微，并根据其状态给予适时适当
的安慰、照料和护理。

科学规范。“慈孝之心，人皆有之”。
陪护老人，仅热情耐心、细致周到还不
够，还得讲究科学、注重规范。因为老人
在生病、在住院，稍不留神会好心办成

不好事。比如，陪老人说话聊天，应考虑
老人精力能否支撑，不能说个没完没
了；照顾老人饮食，得考虑老人年龄及
身体状况，不能让其吃得太多、吃得过
饱，否则难以消化、影响健康；若老人血
糖过高，照顾老人吃水果时，不仅应选
择合适的品种和类别，还得控制好数
量、把握好时段；夏季天气炎热，但室内
温度不能调得太低。总之，不能好心办
坏事、热心肠办糟糕事。

温馨体贴。“父母者，人之本也”“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子女或晚辈对
待老人尤其是病榻上的老人应该更加
体贴。因为温馨体贴更能鼓起老人战胜
病魔的勇气。“父恩比山高，母恩比海
深”“关爱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关爱
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老人得到儿女
和晚辈的关爱是自身的幸福，也是儿女
和晚辈应该做的本分。

近年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文旅局
围绕打造康养之都核心区建设，不断挖掘
文化资源，坚持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创新
并重，多方面挖掘整理、多渠道宣传推广、
多方式培训传承、多技术创新研发，非遗
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健全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区文
旅局健全完善商州各类非遗项目传习
所、传习基地。以文化馆总馆非遗保护
中心为阵地，在腰市、黑龙口镇、大赵峪
办事处等设立非遗传习所，开展非遗传
习活动，促进带动文化产业。

开展非遗展演展示活动。区文旅局利
用各种节庆纪念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等，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非遗
展演展示活动，比如商州花灯展演及已连
续组织举办了三届的商州民歌大赛，旨在
通过活动让更多人感受非遗的独特艺术
魅力。同时，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区
文化馆工作人员和非遗传承人先后深入
商州区第六小学、商州区第二小学，为师

生讲解非遗知识及保护意义。
创新非遗人才培养模式。区文旅局

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等方式，先后在
商州区文化馆组织商州非遗传承人培
训、商州皮影培训，举办商州民歌座谈
会。积极推荐商州皮影戏传承人王见
良、商州剪纸传承人郭晓琳、商州黑龙
口豆腐干传承人余惠民参加陕西省举
办的非遗培训班，推荐黑龙口豆腐干扶
贫就业工坊负责人郭锋代表商州参加
全省非遗扶贫经验交流。邀请非遗专家
来商州区文化馆开展非遗讲座，拓展了
新时期该区非遗保护工作的新思路。

强化非遗宣传保护传承力度。区文
旅局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等渠道及展览
展示等方式，大力宣传非遗保护传承工
作。依托商州文旅微信公众号、商州文
化馆微信公众号，建立数字服务平台非
遗资料库，利用数字平台对商州区非遗
名录项目、非遗扶贫工坊、非遗传习所
进行图文及视频宣传。

商洛市商州区多举措
推进非遗传承和创新发展
张晓平

陪护老人要从“心”出发
赖春明

茄子抖辣椒是我老家湖南的一
道家常菜，此菜，以辣见长。我是吃
辣椒长大的人，可以说是无辣不欢。
打我记事起就与辣椒结下了不解之
缘，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无论
时光怎么流逝，环境如何变迁，这种
让人热血沸腾的劲儿，早已根植于
心，流淌在血液之中。

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菜，就
是茄子抖辣椒。母亲把茄子用刀划
个“十”字，然后放在米饭上一起蒸。
烧火的时候，把辣椒放在火钳上，支
在火上烤，翻来覆去，烤得“噼啪”作
响，这场面常常引得我们兄弟几个直
淌口水。母亲把料理好的茄子和辣椒
放在“抖钵”里捣烂捣碎，然后撒上
盐、豆豉，再滴几滴同金子般珍贵的
茶油，拌匀，一碗我最爱的茄子抖辣
椒就做好了。别看做法简单，那味道

可是十分地美，只夹那么一点点，就
能吃下一大碗米饭。吃下去，辣得酣
畅淋漓，面红耳赤，放下碗，还意犹
未尽。

在外地工作后，数月甚至更久
难以吃到母亲做的茄子抖辣椒。没
有这道菜的日子，心里总是觉得少
了点什么。我在外面也做过几次茄
子抖辣椒，但是味道总是不如母亲
做的那样地道，那样醇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茄子抖辣椒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了，但有些味道，
一旦在少年时扎下了根，便是一辈子
也忘不了，终究心心念的只是那时的
味道。在我看来，外面的茄子、辣椒做
出来摆盘再好看，也不如家乡的那般
亲切。家乡的茄子、辣椒做出来摆盘
再不好看，但它们的味道却是独一无
二的，是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母亲

做的茄子抖辣椒，那是故乡的味道，
母亲的味道，这种味道早已在心里印
下了一个痕迹，标记上了一个他乡无
法替代的故土标签。

“母亲”这个词，有时候就是故
乡的代名词，记住了母亲便是记住
了故乡。想起了故乡，也会想起母
亲。母亲做的茄子抖辣椒，它不仅仅
是一道菜，它还是我心中最亲切、最
眷恋的人间烟火。

离开故乡的时间久了，母亲做
的茄子抖辣椒也成了我的乡愁，思
念也如同这道菜，火辣辣的，刺激着
回忆。

茄子抖辣椒
尹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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