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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她是农民“导演”，
20 年后变身村里的书记主播

村妇联网红

自豪的爷孙俩
14岁女孩考上重点民师，出发前和

爷爷一起看家中挂满奖状的墙壁。爷

爷手里准备好了给孙女庆祝的炮仗。孩

子的妈妈，回来吧，现在孩子是最需

要你的时候。

“我要通过短视频，告诉广大村民和网友们，一名党员、一个村支书的工作日常。”8 月 8 日，
从外省学习回来，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田金珍又投入到了村里繁忙的工作之中，闲暇之余，她还
要思考，如何拍一个让孩子们印象深刻的防溺水宣传视频。

田金珍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吉卫镇夜郎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妇联主席，4 年前，
她拿起手机，学起了拍摄制作短视频，将苗族村庄的风土人情和村庄日常记录下来，“现在，村里
有不少人跟着我一起，用短视频来助力乡村产业”。

难舍帮扶情
第一书记任期满，他想自驾农用车

悄悄离村，被村干部“逮住”戴上大红

花送上锦旗，村民们洒泪送别，依依

不舍。

走过路过，进来坐坐
我是你的支书，我是你的村长，

我是你的服务员，我是你的兄弟姐妹，

我是你的亲人……这里是夜郎坪村，

走过路过，进来坐坐，我愿意为你服务。

湘西州花垣县吉卫镇

夜郎坪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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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抖音，
看书记主播的“视频日志”

扫一扫，
看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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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主播千千万，书记主播不

常见，大家好，我是湘西夜郎坪村党

支部书记田金珍……”这是田金珍最

开始拍摄视频时，用来介绍自己的台

词，如今已经成为了她的固定开场白，

更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一句台词被不

少视频博主效仿，衍生了多个版本。

“他们告诉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宣

传我们村里的产品，一发布，全世界

就都知道了。”回忆起最刚开始拍摄视

频的初衷，田金珍向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透露，早在短视频兴起时，她就

已经开始关注了，“我们每天也要写工

作日志，为什么不用视频的形式记录

每天的工作和日常呢”。

说干就干，在女儿的帮助下，田金

珍注册了一个账号，穿着苗服，戴上

党徽，拍起了视频，“我应该是最早一

批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的村支书之一”。

但这并不是田金珍的视频“初体

验”，早在 2002 年，看到村里的留守

儿童无人照顾，田金珍卖了自家的两

看着田金珍一到闲暇时间，就举

着手机在村里“乱晃”，一开始，村民

认为她是在“不务正业”。面对村民们

的质疑，田金珍也用视频给予了回应：

“现在是新媒体时代，我在用流量为家

乡赋能！”

她不仅这样说，也将镜头更多地

对准了产业。

夜郎坪村是一个苗族村落，共有

两千多人口。为了给返乡的村民们提供

一份工作机会，在田金珍的带领下，村

里发展了以大米、桑蚕、茶叶、烟叶

和瓜蒌为主，苗绣和药材为辅的产业布

局。随着产业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回来了，“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青壮年

劳动力”。

为了推广村里的产品，在展示日常

工作之余，田金珍也利用短视频来宣

传村里的产品。以大米为例，春天播

种插秧，到秋季收割，再到加工后包

装售卖，这些都成为了田金珍的视频

素材。在她的宣传下，不少网友纷纷

私信她，想要买来尝一尝。遇到蚕茧

价格不合理时，田金珍也会利用短视

频，向大家寻求帮助，集思广益，为蚕

农提高效益。

令田金珍没想到的是，在她的宣

传下，有不少网络主播关注到了夜郎

坪村的农产品，到村里帮忙，不仅销

售大米、蚕茧等产品，还解决了羊肉、

鸡蛋等物的滞销难题，“在他们的帮助

下，羊肉一下子卖完了”。

村民们通过视频看到了田金珍和

其他村干部的日常，也看到了短视频

对村里产品销售的帮助，那些质疑的

声音逐渐小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学田

金珍拿起了手机，注册了短视频账号，

推广自己家的农产品。

如今，随着产业发展，田金珍意

识到，目前夜郎坪村的产业处于爬坡

期，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这样才能

让群众真正获利。为此，她带队到外

省学习好的经验做法，这些都被田金

珍记录在视频中，获得了不少网友的

点赞。

销售农产品，一名主播带动一群主播

村支书掌握“流量密码”，每天拍摄原味的工作日常

田金珍的镜头不仅对准了村里的工

作和产业，她还利用短视频，记录村

民们的日常和变化。

一次，村里有个女孩中考后考上了

师范学校，临出发时，父母都不在家。

爷爷特地准备了一挂鞭炮，希望热热

闹闹地送孙女上学。田金珍得知了这

件事后，特地来到女孩家，看着祖孙俩，

她建议，要不要在出发前，拍个视频

留念。这一提议得到了祖孙俩的支持。

田金珍让女孩背着书包，拉着行

李箱，回到房间里，让她和爷爷一起

看着满墙的奖状，回顾求学以来获得

的荣誉。

这个视频一经发布，立马得到了不

少网友的关注，大家纷纷在评论区中

送上自己的祝福。

田金珍将这些祝福转达给了女孩

和爷爷，“他们十分开心”。

今年 6月，夜郎坪村驻村第一书

记石广任期结束，他本想悄悄离开村

里，却被一直关注着他的田金珍发现。

村干部们在他出发前，为他戴上了大

红花，送上了锦旗，感谢他为村里做

的工作。

田金珍将这一幕拍在了视频中，看

着视频里村干部们流露出的不舍，不

少网友纷纷为这感人的一幕点赞。

田金珍告诉记者，接下来，她将

继续围绕夜郎坪村的工作，拍摄更多

的视频，她和村委会其他班子成员也

会解决技术难题，让短视频更好地服

务村里的产业。

她镜头里的爷孙俩、驻村队长，获网友点赞

抖音账号：@ 田金珍
粉丝 8.1 万 获赞 267.3 万 作品 256 个

头肥猪换来拍摄资金，租了一辆拖拉

机，拉上女儿和几个村民，根据留守

儿童的真实故事写成了剧本，一点一点

学起了拍摄。

经过两个月的制作，田金珍完成了

作品《千里寻母记》，她自费将该剧录成

了300 多张影碟送给在外打工的家长。

不少父母看完深受触动，马上买车票回

了家，重新回到了孩子们的身边。

这一经验为田金珍之后拍摄短视

频打下了不少基础。在村中年轻人的

帮助下，她又逐渐掌握了剪辑、配乐

和上字幕等技巧，“现在我不需要团队，

就可以自己完成视频的制作”。

随着视频拍摄越来越多，田金珍

逐渐掌握了平台的“流量密码”：“越是

朴实的视频，浏览量更大。”于是，每

天的工作日常就成了她的拍摄内容。

田金珍在稻
田里拍摄短
视频宣传推
广村里的大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