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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木成荫，车子蜿蜒行驶在浙
南的飞云江畔，近处碧波荡漾，远处
青山葱茏。我带着直播设备，跟着
文成县农播客创业孵化中心负责人
刘钦华，一路向飞云江上游的岩门
大峡谷追溯，寻找隐匿在深山里的
特色山货。

成立于 2020 年的文成县农播
客创业孵化中心，通过辅导当地村
民直播创业和组织线上直播，为
山货出山、村民致富开辟出一条
新路，创业孵化中心入选《全国农
村 创 业 创 新 园 区（基 地）目 录

（2021）》。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文成是

国家级生态县和浙南重要的生
态屏障，森林覆盖率高达 72.4%。
养在深山人鲜知的蜂蜜，如今通过
电商和直播带货，正加速出山。除
了蜂蜜，文成的杨梅、糯米山药、茶
叶等山货也纷纷触“网”，销往全国
各地。

深山蜂场做直播
被蜜蜂蜇是平常事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到深山

里做直播，指导农播客把这些原生
态蜂蜜卖出去。”刘钦华在电商行业
打拼了十多年，定居杭州的他近几
年常常回乡，用自己的经验和资源
带动当地农播客创业，让更多的农
产品搭“网”出山。

车子行驶近一个小时，连环的
山道转弯让我辨不清方向，刘钦华
却精神抖擞，“别看峡谷里人烟稀
少，至少有 20 多家养蜂场。”他随手
一指路边：“你看，这里每条小路的
尽头都有一家蜂场。”

许久之后，车子停在路边一座
老房子前。沿着山道拾级而上，就
看到近百个蜂箱一字排开，摆在山
间狭窄的空地上，这里是养蜂大户
赵碎标的蜂场。

“这个机位你帮我摆一下。”群
蜂飞舞嗡嗡声不断，我不自觉地缩
了缩脖子。察觉到我的害怕和迟
疑，刘钦华立即给我递上防蜂帽。

“ 户 外 直 播 的 机 位 选 择 很 重

要，第一机位
用来引流，因
此要面向蜂场，
让直播间的粉丝们
看到这些蜂箱。”刘钦
华一边向农播客们做示
范 ，一 边 指 导 我 摆 放 机 位 。
原生态蜂场果然让直播间聚起
一 拨 人 流 ，“ 第 二 机 位 要 展 示 环
境。”刘钦华说着，将镜头转向对面
的万重青山。

说话间，刘钦华又请我拿着移
动云台，让镜头更靠近蜂箱，他打开
蜂箱盖拿起一张蜂巢脾在镜头前展
示。“呀！好疼！”我的手瞬间被蜜蜂
蜇了一下。

“在养蜂场做直播，被蜜蜂蜇是
经常的事，就当是做蜜蜂‘理疗’
了。”久经“考验”的刘钦华一边调
侃，一边请蜂农拿割蜜刀帮忙挑出
刺。此时，我才发现刘钦华的双手
已被蜇了好几处。

没想到，这个挑刺的场景反而
意外火了，直播间里的粉丝和留言

量 激 增 。
人气正旺，刘
钦华拿起一瓶打
开的蜂蜜，用小木勺
舀起后慢慢推到了镜
头前，金黄色的蜂蜜拉出
一串长丝，在阳光下显得非常
耀眼。

一个小时过去，直播间陆续有
人下单，所有的订单将直接从蜂农
的仓库发往全国各地。

团队试水短视频
打造文成版“李子柒”

直 播 结 束 已 近 中 午 ，养 蜂 场
里 ，另 一 位 农 播 客 刘 日 豪 还 在 忙
碌，拿着无人机航拍蜂场和大峡谷
的风景。

“全部素材都可以用到短视
频制作中，到时候还需要您多给
我们做指导和支持。”收拢无人
机，刘日豪抹了一把眼角的汗，向
导师刘钦华讲道。

在义乌做外贸生意的刘日
豪，去年底听说老家举办乡村主
播培训，专程赶来听课，结识了刘

钦华。培训结束后，行动力强的刘
日豪将原计划开民宿的房子改造成
乡村直播间，并迅速组建了近十人
的主播创业团队。

离开大峡谷，我们径直前往刘
日豪的老家南田镇龙岙村，他家的
四层民居里，新装修的5个乡村直播
间都有人试播，直播间外的山货选
品区，红薯粉、糯米山药、笋干、蜂蜜
等文成山货堆得满满当当。

后 院 里 ，做 乡 村 美 食 的 小 厨
房 布 置 得 古 色 古 香 ，劈 好 的 柴 火
堆 在 土 灶 大 铁 锅 旁 ，这 里 俨 然 是

一个文成版的李子柒直播间，
主 播 夏 小 白 正 是 团 队 在 打

造 的 文 成 版“ 李 子
柒”。“大家好，我是

夏小白，我的愿
望 就 是 带 大

家吃遍文成美食。”镜头前的夏小
白笑靥如花。

按照计划，团队打算拍一道家
烧马兰头，我跟着夏小白一起去田
里采马兰头。蹲在地上采了三四把
马兰头，我已经有些腰酸，而夏小白
一边配合镜头拍摄，一边已经采了
快一篮子。

“小白，提篮子的动作要轻盈一
点。”在一旁指导的刘钦华朝着夏小
白喊了一句，转头对摄影师说道，

“她身后的竹林一定要拍进去。”
“提着马兰头回家，推门回家的

动作力度要大，手部要有特写⋯⋯”
光一个进门的动作，就前后拍了近
十次。洗菜、烧火、焯水、换锅、倒山
茶油⋯⋯接下来的每一个镜头也都
融进了创作理念。

“起锅，开吃啦！”视频随着夏
小 白 的 声 音 收 尾 时 ，已 经 快 到 傍
晚。没想到两分钟不到的短视频，
我们却拍了一个下午，存了近 10G
的素材。

“片子还要连夜剪出来。”刘日
豪告诉我，他们正试水做短视频，希
望把文成的美食都介绍一遍，慢慢
培育自己的粉丝群和流量池。

线上培训农播客
拓宽村民致富路

“今天的销量，快递估计要打包
一整晚了。”傍晚时分，我离开文成
时，赵碎标发来消息。

“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的培训
改在了线上，过几天，会有一场直播
经济及农村电商品牌战略的线上培
训，欢迎你们也来参加。”临别前，刘
钦华邀请我一同线上听课。

几天后，刘钦华的线上培训
课如约开课。

“这几年，土特产伴
手礼成了时髦和健康

的代名词，我去南京和同学聚会的
时候，拿的就是我们文成的糯米山
药和蜂蜜，他们还羡慕我老家在乡
村。”打开线上直播平台，刘钦华的
开场白，一下子让参与线上培训的
乡村主播们热情高涨。

“怎么把‘好蜜文成’的印象传
递给更多粉丝？”刘钦华娓娓道来，

“从产地全局到品牌创业，就要抢占
高度，通过内容增强粉丝的信任度
和粉丝黏性。”

“那要怎样塑造品牌？”我留言
提问道。

“乡村电商品牌的推广和运营，
要打开矩阵宽度和垂直深度，比如，
一提起令人向往的乡村，大家都会
想到李子柒⋯⋯”刘钦华讲道，IP 孵
化打造合适的人设、常态化直播+短
视频运营都是农村电商品牌发展的
必经之路。

“直播前要做哪些准备？”有人
提问。

“比如我们前几天做的一次蜂
蜜直播，户外直播需要提前踩点，检
查信号设计线路，提前准备脚本和
流程，从开场白和第一个镜头就应
该精心设计。”刘钦华介绍，直播的
背后是长久的练习和积累，渠道预
热和引流、粉丝互动、直播流程等都
是不可或缺的功课。

如今，在文成当地政府部门的
扶持下，越来越多的农播客、农创
客返乡创业，用直播、短视频带货
等电商技能，探索抱团创业和助农
增收的途径。“代言人也是带货人，
山货出山，更要培养直播业态和塑
强网红品牌，完善电商主体引育、
产品开发和供应链培育。”刘钦华
介绍。

打通农产品上行的“最初一公
里”，更多的特色山货正通过直播触
网出山，拓宽村民的致富路。

在文成的大山里，记者和农播客导师做直播、拍视频—

让山货搭“网”出山
本报记者 汪子芳

在文成的大山里在文成的大山里，，记者和农播客导师做直播记者和农播客导师做直播、、拍视频拍视频——

让山货搭让山货搭““网网””出山出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汪子芳汪子芳

汪子芳汪子芳 扫一扫 看视频

阮 帅阮 帅 徐添城

绍兴古城一景绍兴古城一景 越城区委宣传部供图越城区委宣传部供图

文保单位管理不到位、公共设施
破损、垃圾乱堆乱放⋯⋯走在9.09平
方公里的绍兴古城，要是发现了“瑕
疵”，他们会马上停下脚步，揪出问题、
提出建议，并在线“蹲”一个答复。他
们，就是绍兴的“古城守护官”。

去年 7 月以来，绍兴创新提出
“古城守护官”制度，公开招募社会志
愿者监督古城风貌协调、文明秩序、
市容环境等，并反馈信息，督促政府
部门及时解决。目前，共有27名“古
城守护官”穿行在绍兴古城的角角落
落。他们有的是博物馆工作人员，有
的从事自媒体行业，有的是在校大学
生⋯⋯虽然身份各不相同，但他们发
挥所学专长，用脚步丈量城市，让古
城的保护和利用变得更加“精细”。

“古城守护官”是怎样“履职”
的？日前，记者跟随多位“古城守护
官”，漫步绍兴古城这座“没有围墙
的博物馆”，体验他们的护城日常。

“绍兴通”博览古今
建言献策护“宝藏”

开车穿过繁华的商业园，从人
民西路和偏门直街路口拐进府治
路，就寻到绍兴博物馆的东门。我
们和娄烈就相约在这里见面，他是
绍兴博物馆原副馆长，长期从事绍
兴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是绍兴“古城
守护官”之一。

“附近是绍兴古城的核心区域，
到处都是‘宝藏’，我带你们去看
看。”作为“守护官”，在古城里“扫
街”是娄烈的日常，他带着我们穿过
府治路，拐进一处不起眼的小巷。

“你们看看这里，可以拍一张照
片。”听到提示，我们连忙举起相机
对焦，“太平弄”三个字便映入眼帘。

这时，娄烈才道破玄机：原来，
这里是明代清官孙清简的故居。据
传，孙家和隔壁赵家在砌院墙时发

生地界争执，时任吏部尚书的孙清
简千里修书劝家人退让，对方也深
受感动主动退让，两家院墙之间便
出现一条弄堂，“太平弄”因此得名。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
何妨？”这句诗歌传颂的故事家喻户
晓，没想到还有“绍兴版本”。身为本
地人却不知晓，我们不禁汗颜。“这正
是我作为‘古城守护官’要做的事。”
娄烈说，成为“守护官”后，自己常去
市名城办“串门”，提供古城保护和利
用的建议。就像这“低调”的绍兴市
级文保单位孙清简祠，娄烈建议在入
口处设置专属“名牌”，通过图文介
绍、电子导览等方式，让人们在沉浸
式的体验中探索人文故事。

穿过太平巷便是越王台，我们
拾级而上。一路上娄烈侃侃而谈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雪耻的
过往、范仲淹与清白泉的故事、宋高
宗赵构与龙头古柏的传说⋯⋯我们
领略着“一步一景”的古城风采。

“越国有筑高台的风俗，你们看，
从这里俯瞰，正是一幅最具‘绍兴味’
的画面。”站在越王台上，我们顺着娄
烈手指的方向俯瞰，府直街热闹景象
尽收眼底，仿佛穿越了时空，看到越
国百姓生活的场景。娄烈说，作为

“古城守护官”，不仅要守护千年古城
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要守护这一
缕原汁原味的“人间烟火气”。

娄烈闲暇时，喜欢去古城的角角
落落“寻宝”，发现问题就在线反馈给
市名城办工作人员，用自己的方式守
住古城记忆，让古城“青春”常驻。

“00后”脚步勤快
穿行古城善“找茬”

告别娄烈，我们来到府山公园，
这里也是绍兴古城的招牌景点之
一。在入口处，来忆琳已经在等我
们，“00后”的她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也是“古城守护官”之一。
“ 和 普 通 的 志 愿 者 有 什 么 不

同？”“碰到问题怎么处理？”心急的
我们“连珠炮”似地抛出了问题。

“成为‘守护官’，让我能够发挥
所学专长，去发现和抚平古城的‘伤
痛’。”来忆琳向我们介绍了不久前刚
完成的一次守护行动，在一处商场
边，她发现有几块废弃广告牌堆放在
人行道上，经过的路人纷纷绕行。

“我学的专业是安全管理，平时
习惯性关注城市的细节角落。”来忆
琳说，这几块广告牌体积不小，而且
堆放的角度非常“悬”，随时有倾倒的
可能。于是，来忆琳马上拿出手机拍
照，向市名城办的工作人员报告。

“‘古城守护官’不受片区和管
理部门的限制，在市名城办
的协调下，我们关注的问
题会直接反馈给相关部门
和单位，并能第一时间得到
反馈。”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
这几块广告牌很快被移走了。

虽然名号里带着一个“官”字，
但“古城守护官”既不食禄，也没有
奖惩的约束。来忆琳告诉我们，守
护官的职责除了协助市名城办及下
属单位组织开展古城保护工作，还
须自觉维护古城形象，抵制破坏损
害古城的行为。

跟着来忆琳加快脚步，我们来
到了附近的分类垃圾桶堆放点。垃
圾桶里的垃圾已堆满溢出，还有不
少散落在地面上。

“景区人流量大，垃圾桶会被很
快装满，如果环卫工作者刚好没在附
近，就会形成卫生‘盲区’。”来忆琳递
过手机，“你们也来当一回‘守护官’
吧。”我们在她的指导下，拍摄了照
片，随后打开“绍兴古城”APP，通过
权限认证后进入“古城守护官”模块。

来忆琳指导我们抓住关键词，将
现场情况编写成简要的文字，并附上

照片上传。“像这样的问
题，只要发现及时，很快就能
得到解决。”说完，来忆琳还打开微
信，将刚刚发现的情况反馈在“古城
守护官”微信群中。

“成为‘古城守护官’让我收获
了很多，也对脚下这片生养我的土
地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来忆琳
告诉我们。

人人都是“守护官”
不同行业一条心
目前，共有 27 名“古城守护官”

穿行在绍兴古城的角角落落，自“上
任”以来，他们每个月都能为守护古
城提出数十条有效建议。

退休社区干部陈金梅也是其中

一 员 ，有 着 丰
富的社区管理经
验，凭着一股子不
怕麻烦的韧劲儿，
她几乎每天都会上街“巡逻”。

绍兴古城里到处都有水的元
素，古桥、古井细细点缀在古城间，
勾勒出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这些
水乡元素也成为陈金梅的重点关注
对象。

在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我们
跟着陈金梅去“扫街”。当经过一口
石井时，她停下了脚步。看到我们
还不明所以，她笑着蹲下身去，向我
们展示她发现的几处青苔。

“到井边来拍照‘打卡’的游客
很多，如果一不小心走路打滑，容易

引发安全问题。”陈金梅立刻拍照上
传问题，希望工作人员尽快处理。

她的提议得到了“秒回”。
“‘有求必应’的反馈模式加深

了我的责任感，今后，我也会继续
活用我的经验和专长，守护这
座美丽的古城。”陈金梅说。

而作为一名自媒体从
业者，95后安栋守护古城的
方式颇为特别。“我平时喜
欢用镜头记录古城风貌，能
从不同的视角发现一些问
题。”安栋告诉我们，有一次，
他在网上发布视频时发现，

蕺山街道因行政区划调整已
被撤销，但网上的信息未更新，

这让不少外地游客感到困惑。
他马上整理情况上传反馈，这个

问题在不久前得到了处理。
“古城的系统化管理‘自上而

下’，难免会存在一些盲区，这就需
要来自各行各业的‘古城守护官’建
言献策，为城市管理织补漏洞。”绍
兴市名城办执法处负责人韩炜斌
说，当前，“守护官”们着重对公用设
施、道路交通、市容环境、园林绿化、
施工管理等 11 类问题进行监督，截
至目前，除能现场处理的情况外，已
有近 70 个问题通过系统上报，得到
了及时妥善的处置。

“接下来，我们将对‘古城守护
官’进行更为系统的培训，提升他们
的综合能力，并邀请历史学家等专
业人士加入这个队伍。”韩炜斌说，
如果有一天，在绍兴古城里，人人都
成为了“守护官”，那我们将看到这
座城市最美丽的风景。

绍兴“古城守护官”是怎样“履职”的？记者跟着他们去“扫街”—

来吧，一起守护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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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古城漫步古城，，记者和记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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