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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乡村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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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帮姓丁，大名叫丁新久，是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生铁
冢乡丁大庄村一位普通的村民。2019年之前，连隔壁村都很
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现在，方圆几百里、几千里甚至全国
各地，都有人知道“河帮”的存在。在一个名叫“豫东小老弟”
的短视频账号里，河帮拥有80多万的粉丝。

丁大庄村，是豫东平原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从2019年开
始，仅这一个拥有2000多人的村子里，就陆续“冒”出10多个十
万级、百万级粉丝量的短视频账号。这些平日在家干活种地或
外出打工的村民，为何能把当下热门的短视频玩出常人难以想
象的高度？近日，记者走进鹿邑县，探访了这个“网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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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小老弟”视频号上，都是周兵兄弟俩拍摄的村民们日常生

活，记录了喜怒哀乐、家长里短。

近年来，短视频逐渐兴

起，农民朋友利用短视频展示

秀美乡村，讲述美好生活，在

网络空间受到广泛关注。人

们纷纷为短视频里的乡村图

景和乡村故事点赞。通过短

视频，乡村被更多人看见，那

么，怎样借助短视频进一步助

力乡村发展？

短视频平台可以通过社

会普惠培训、校企合作等形式

帮助创作者提高技能，更好地

用 短 视 频 讲 述 乡 村 振 兴 故

事。在平台培训帮助下，一名

在深圳务工的女青年，回四川

老家创业，开设短视频账号，

成为一名粉丝众多的“三农”

短视频博主。

短视频平台把讲好故事

和做好服务结合起来，能够收

获更大助农成效。比如，在农

产品交易中存在产销对接不

灵的痛点。短视频、直播、电

商三者效力叠加，能大大降低

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门槛。福

建龙岩的农业品牌连城地瓜，

在短视频帮助下，销量翻了几

番；一名 00 后龙岩女孩，通过

短视频等新媒体一年可以卖

出2000吨地瓜干，解决了周边

乡镇约300人的就业问题。

短视频创作重在内容，有

意思也有意义才能走进人心。

这些年，展示美食、风景、乡村生

活和传统技艺的乡村题材短视

频数不胜数。纵观那些持续走

红的短视频品牌，很多都能够不

断输出有特色有品质的短视频

内容。乡村短视频要“长红”，更

好助力乡村经济发展，就要形成

优质内容创作与乡村特色产品

服务供给的良性互动。这也对

短视频创作创新能力以及乡村

产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没有剧本，没有导演，从

拍摄到制作，都是村民自己独

立完成，为何拍摄简单的日常

生活就能火爆？对此，记者采

访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

学术交流中心副主任陈鹏。

“丁大庄村村民们的这些

账号，大多包含了浓浓的乡愁

情结。他们拍摄的画面就是

村子里司空见惯的场景，恰恰

就是这些村里的人、村里的

事，在平凡中蕴含着朴实真

情，才引发了更多人的情感共

鸣。”陈鹏说。

陈鹏表示，就像去年火出

圈的东北“张同学”一样，拍摄

的也是农村生活，但因为接地

气，而被大多数人接纳。“这些

片段化的乡村生活，就是乡村

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只是更加

贴近生活、实际，大家看了上

集想下集，越看越想看，所以

就会持续火爆。”陈鹏说。

站在更高的层次审视农

村网红现象不难发现，“三农”

相关内容已成为短视频平台

的重要部分。数据显示，过去

一年，抖音新增乡村相关短视

频4.3亿条，乡村题材短视频

播放量增长77%，384亿人次

为短视频里的乡村点赞。对

此，陈鹏建议说，如果对这些

活跃在农村大地的网红加以

引导，进行赋能培训，使之成

为乡村振兴的网络人才，将会

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如果不是短视频平台，周

兵也许还在跑着长途运输，河

帮、显振也依然是默默无闻的

村民。但是，在热门的短视频

加持下，他们成了名人，并靠

着这种名气，经常做着正能量

善事。

2020年下半年，一位疑似

患有精神病的男子流浪到丁

大庄村。村民们发现后，想到

了通过网红助力找家人的办

法。周兵兄弟俩得知后，利用

账号发布消息，很快就帮助流

浪男子找到了家人，“那是我

第一次通过短视频平台帮助

别人，感到特别开心，觉得更

有价值了。”周兵说。

而对于河帮来说，变化更

多在精神层面上。“政府给我

一份在村里当环卫工的工作，

每月都有固定收入。在做好

这些事情的同时，我参与拍视

频，让很多人认识了我，有时

候我在视频里给大家唱豫剧、

曲剧，别管唱得好不好吧，我

很开心。”河帮说。

“今后，我们将会在视频

里体现更多的社会价值，会考

虑把文化推介引入账号，把鹿

邑的老子文化宣传出去，尽一

份网红的力量。同时，也会考

虑进行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

多帮助乡亲们。”周兵兄弟俩

表示。

周兵兄弟俩运营“豫东小老

弟”账号的同时，也相继给自己家

人开通了账号，其中，周兵妻子开

设的“豫东兵嫂”粉丝量就有190

多万。超百万的粉丝量也给周兵

兄弟俩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而村里人也由最初的不理解，到

现在的跟风拍视频。“哼哈二将”、

“胖伟美食”等一大批网红账号陆

续诞生。

“哼哈二将”的运作人，是28

岁的村民丁玉朝和25岁的丁刘

鑫。他们的账号内容，主要是几

个年轻人复盘80后、70后农村孩

子的儿时游戏，在一片欢声笑语

中，博得网友们的喜爱。从2022

年初创办视频账号，到现在一年

时间，他们拥有了63万粉丝。

“胖伟美食”的创办人是33

岁的村民丁显伟，发展方向是美

食主播。炖排骨、大闸蟹、焦烧猪

头，在一条条视频里，丁显伟向网

友展示每一道美食的制作过程，

深受网友青睐。他的账号运作到

现在刚刚一个多月，便拥有了5

万多粉丝。

而在“网红遍地”的丁大庄

村，做短视频的村民们还会互

帮互助。比如，拥有超高人气

的周兵兄弟，便经常出现在“胖

伟美食”的视频中狼吞虎咽地

品尝美食，以此带动新账号引

入观看流量。

32岁的周兵和其28岁的弟

弟周俊江是“豫东小老弟”账号的

创始人，只是周兵一直就叫周兵，

周俊江在视频里被叫做“小高”，

小高是他的小名。

2019年8月，周兵萌生了入

行短视频的念头。当时的小高正

在宁波打工，被大哥的电话“薅”

回了老家。他们把即将诞生的账

号名字定为“豫东小老弟”。豫

东，是道明了视频拍摄地，“小老

弟”则倍显亲切。不矫揉造作，不

做低俗的剧情，兄弟俩就拍村民

们的日常生活。

第一个“入伙”的，是村民丁

显振。至于第一条视频的具体细

节，周兵兄弟俩已经记不清了，大

致是一位村民买了块新手表，显

振上前观看。普通的村民，常见

的场景，但是放到网上后，却引发

了上千人次的观看量，这给了兄

弟俩很大的信心。

一条，十条，百条……随着

视频量的增加，粉丝量从几百

到几千再到几万、几十万，噌噌

地往上涨。大概20万粉丝量的

时候，另一位村民“河帮”加入

了拍摄队伍。今年51岁的河帮

皮肤黝黑、面相憨厚，第一次出

现在视频里，便被很多网友记

住了形象。

3年多来，周兵兄弟俩始终

把镜头对准显振、河帮，拍他们的

日常生活、喜怒哀乐，也和他们一

起唠着家长里短。到现在，“豫东

小老弟”名下两个账号的粉丝量，

均达到了80万左右。而周兵、小

高、显振、河帮这几个名字，也彻

底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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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题材短视频何以火爆？
专家解析：存在乡愁情结

乡村短视频如何才能“长红”？

（综合《人民日报》《大河报》）

短视频平台
让村民们感到更有价值

多个“流量王”账号诞生 偏远小村成了“网红村”

放弃打工，兄弟俩成为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