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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接地气的乡土网红

万幺妹名叫罗晓利，是重庆市万
盛经开区一位公职人员。她利用业
余时间拍摄短视频，定格人间烟火，
为基层和大众宣传，赢得广泛赞誉，
先后获得“重庆优秀乡土网红”、重庆
市网络安全普法短视频比赛优秀奖、
万盛文旅“万千美好竞盛放”短视频
大赛一等奖等多项荣誉，成为颇为吸
引眼球的大众网红。

2024年入秋的一天早上，太阳
刚刚升起，万盛大黑山的浓雾还未散
去，万幺妹就踏上了上山的路途。这
个季节，正是万盛大黑山猕猴桃成熟
季，满山都是一串串黄澄澄、毛茸茸
的猕猴桃。接地气的万幺妹穿着乡
土气息浓厚的服装，带着满满的期待
和热情来到田间地头，用自己的才艺
和镜头，展现果农丰收的喜悦。

到达果园时，眼前的景象让她
感到兴奋又新奇，广阔的田野，错落
有致的农舍，还有清新的空气，一切
都让她感到无比亲切。不过，要拍
出一部好的短视频，还需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

万幺妹开始了拍摄前的准备工
作。她在果园地头穿梭，寻找最佳
角度，以求画面更加真实生动。每
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镜
头，都要反复演练多次，只为达到
那一分钟左右的精彩。汗水湿透
了衣衫，她毫不在意，依然专注于
拍摄和表演。

其实，每一次拍摄，她都会遇到
许多困难。有时，天气突然变化，或
狂风大作，或瓢泼大雨，不得不暂停
拍摄；有时，拍摄场地不够理想，她就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调整和
布置；有时，一些村民对拍摄不太理
解，她还得耐心解释和沟通，希望得
到村民们的支持和配合。

夏日的田园很炎热，这时的拍摄
就极为困难，特别是今年七八月少见
的酷暑高温，更让她和团队饱受煎
熬。一次，为了赶时间出片，她顶着
烈日十多次出镜，长时间的拍摄让人
身心疲惫，脚也磨出了水泡，还险些
中暑。不过她觉得累并快乐着，短暂
休息后坚持完成了拍摄。

妇唱夫随的幸福秘诀

拍摄间隙，万幺妹还要与当地的
村民交流沟通。农村电商的发展，给
乡亲们带来了许多好处，通过电商平
台将自己的农产品销售出去，增加收
入、改善生活。然而，一些偏僻的乡
村，电商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比
如物流不畅、品牌建设困难、人才缺
乏等等，这些问题制约着农村电商的
进一步发展。有困难，也就会有机
遇，万幺妹看到明亮的前景，更坚定
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一条短视频终于完成了，当视频
发布到网上时，很快就会引来大家的
关注，这主要得益于她不错的流量和
人气。粉丝会为她的精彩视频点赞
和评论，称赞她拍摄的短视频真实而
感人。她陆续推出的一部部短视频，
不仅让人了解到农村电商的发展前
景，也让更多的乡邻看到了希望。

事实上，每一部短视频的背后，
都有万幺妹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
出。虽然辛苦，但她认为自己做的事
情充满了正能量，很有意义。她说，
当她看到人们投来赞赏的目光时，自
己所有的疲惫就会瞬间烟消云散，这
时的她就很有成就感。

制作短视频的流程也颇为烦琐，
每次想好一个点子，她就需要提前联
系场地、编排剧本、设计表演。但一
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有限，有时为
了节目需要，她会拉上小姐妹一起上
镜增加人气，甚至还会鼓励从未在镜
头前亮过相的村民一起参与表演，以
烘托氛围。每到这个时候，也是难度
最大的时候，她要一遍遍指导村民背
台词，一次次手把手地教动作。时间
一长，她居然把从未搞过摄影，且对
构图和光影一窍不通的老公“强行”
培养了出来，硬是成了她合格的“御
用摄影师”。如今，妇唱夫随成了万
幺妹两口子累并快乐着的幸福秘诀。

人近半百她拒绝“躺平”

为了更好地帮助村民销售农产
品，万幺妹开启了直播带货，田间地
头和瓜田李下，就是她的直播间。通
过视频，第一时间向网友介绍农产品
的特点、口感和营养价值，还与果农
主人一起，现场品尝甜蜜的成果——

“家人们，看看这金桥樱桃，又大

又圆，都是村民们精心种植的，绝对绿
色无污染，吃起来口感清香齁甜”“万
盛黑山猕猴桃川猕一号，那可是万盛
独有的品种，时令性强，要买从速哦”

“青年脆李，嘎嘣脆，五六个就有一斤
哟”……她的热情与真诚，感染着观看
直播的网友，订单如雪片般飞来。

人近半百的万幺妹到了事业“躺
平”的年龄，最初压根没想过当什么网
红，她说自己就是凭借喜欢文艺的爱
好，为乡亲们代言，为家乡的旅游添
彩,当一个温暖人心的正能量传播者。

几年来，万幺妹在短视频创作的
道路上乐此不疲，甘之如饴。她自掏
腰包，添置拍摄装备、道具和服装，利
用周末和节假日去乡间开启创作模
式。她的作品题材丰富，涉及家乡万
盛的农产品、美食、非遗、民俗文化、
景区景点等各种类型。从视频文案
到拍摄、演绎、制作以及账号运营，基
本都是她亲力亲为。每一个文案，都
要经无数次修改推敲，有时突发灵
感，凌晨2点钟都会从床上爬起来创
作。拍摄时，能自拍的作品她都尽量
自己解决，实在需要帮忙时，才带上

“御用”老公摄影师。夏日拍摄为抢
好光线，很多时候早上5点多钟就得
出发，后期剪辑制作时熬更守夜更是
家常便饭。

为挖掘万盛民间民俗文化，万盛
的档案馆、地方历史研究会等地她跑
了个遍，查阅文献资料，走访资深阅历
的老前辈。她制作的作品通俗接地
气，朗朗上口，充满正能量，获得粉丝
们一致好评，在重庆市以及万盛当地
的诸多短视频大赛中获得多项荣誉。

万盛黑山谷生态园是当地巾帼创
业就业示范基地，为帮扶女同胞返乡创
业，万幺妹经常和园区妇女创业领头人
李佳商讨对策，积极为姐妹们排忧解
难，帮扶企业推销当季水果。此后，她
还帮扶金桥镇千亩高标准农田基地、金
桥稻花鱼养殖基地、丛林生态葡萄园等
民企，解决农产品滞销难题。2022年
10月，她参加了重庆电视台“在希望的
田野上”万盛美食“三朵花”视频录制；
2023年6月，她在西旅会“万盛好礼”
直播间，向观众推荐万盛本土特产；
2023年8月，她参加全国“四季村晚”
夏季示范展示暨万盛夏季村晚演出，向
全国人民推荐万盛土特产。

不想当网红的乡土网红

多才多艺的万幺妹从小就喜爱
乐器、唱歌和表演，这为她从事短视
频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她曾担任
过乡镇文广中心主任、万盛文旅局宣
传科长、局机关妇联主席等职务，又
增强了她选择题材的准确性。

她善于发现和创作具有特色和
潜力的作品，尽量契合受众的兴趣和
需求，比如她的爆款作品《万盛三朵
花》，通过新奇的角度，展现家乡万盛
独特美食，让观众眼前一亮；《万盛特
产》则展示了万盛不同地方的特产，
让人领略到一乡一味、一镇一品。“王
家坝金丝黄菊开了”这个作品，就着

实让当地的花农们火了一把；她擅长
用故事来吸引观众，与观众产生情感
共鸣，《李二哥背炭花》这个作品，讲
述了万盛老街群众新旧生活的故事，
反差强烈，打动了无数人；她拍摄制
作的短视频内容还充满趣味，让观众
在轻松氛围中获得信息和娱乐。比
如《万盛六大怪》系列作品，表现万盛
各地的风土人情，让观众开怀大笑、
印象深刻。

“我不想当网红，就想成为一道
光，照耀更多的人，形成‘一人兴善，
万人可激’效应。”这是万幺妹出名后
常说的一句话。2022年 5月，她入
选全市“乡土网红”培育工程；2024
年1月，在“我是家乡代言人 渝见
乡村好风物——重庆‘乡土网红’技
能大赛”上，面对各路高手，她突出重
围，获评“重庆优秀乡土网红”称号；
近日，载誉“时代女网红大众万幺妹”
的她又入选商务部2024农村直播电
商优秀案例；2024年2月3日，由万
幺妹领衔推介的民俗文化《万盛更古
苗湾过苗年》在央视《我的“村晚”我
的年》播出，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万
盛苗族同胞的似火热情。

三年来，万幺妹为了助力家乡更
加出彩，拍摄宣传万盛的短视频200
余条；助力乡村振兴，为百姓代言，助
农推荐农产品视频70余条，浏览量
上千万人次，帮助乡民销售增收800
余万元；她还积极维护妇女合法权
益，提振妇女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
心，获得广泛赞誉，被大家称为“时代
女网红，大众万幺妹”。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
文旅局 图片由作者提供）

她用才艺和镜头记录家乡的美丽与
质朴，成为田间地头的爱心舞者

不想当网红的万幺妹
□张平念

当今网络时代，短视频网红如璀璨星辰
般闪耀在虚拟的天空。有这样一位网红“万
幺妹”，她用才艺和镜头记录农村的美丽与
质朴，成为田间地头的爱心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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