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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乡推荐官！
她用视频为“甜蜜之乡”加点甜

村妇联网红

“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我要利用这股力量，为我们的村子带来流量。”作为一名
村妇联主席，同时也是返乡创业青年，瞿小丽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不仅要把村里的
产品卖出去，也要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村子。

瞿小丽是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舒家村乡张公坡村妇联主席，同时也是麻阳县人大代表。
2022 年 12 月，瞿小丽的“随手一拍”成为了她短视频博主之路的开端。自此，她将镜头
对准了村里的工作、产业和村民的日常，“要把我的家乡推荐出来”。

怀化市麻阳县人大代
表、麻阳县舒家村乡
张公坡村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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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抖音扫一扫！
看村妇联主席的乡村短视频

扫一扫，
看更多精彩内容

2019 年的一天，在怀化市经营一家

花店的瞿小丽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来自老家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舒家村

乡张公坡村的村支书和驻村工作队员。

他们希望瞿小丽能够回到村里工作，“他

们告诉我，村里需要年轻人”。

瞿小丽说，张公坡村距离麻阳县城

35 公里，开车需要 40 分钟，村民们的

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这导致留

在村里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

被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的坚守、

奉献感动，瞿小丽选择回到村里成为了

一名村妇联主席，“我也要为村里的建

设出自己的一份力”。

等到熟悉村里的情况和手上的各项

工作后，决定要发展产业的瞿小丽从银

行贷款，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流转了

100 亩土地，开设了一个家庭农场，种

植甘蔗，制作红糖。她介绍，舒家村乡

红糖产业历史悠久，古法红糖制作技

艺荣获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甜

蜜之乡”的称号，张公坡村的祖祖辈辈

都在种植甘蔗。

瞿小丽的家庭

农场为不少赋闲在

家的村民提供了工

作岗位，她告诉记

者，根据甘蔗生长

周期，上半年，她

的农场可以为十余

位村民提供工作

岗位，一天工资有

120 元，等到了下

半年，就可以提供

三十余个工作岗位，

“根 据岗位不同，

一天工资在 150 元到180 元不等”。

为了带动村民们一起发展产业，瞿

小丽无偿提供甘蔗种苗和种植技术，

等到甘蔗成熟后，她又按照市场价格

收购，熬制成红糖售卖。

从花店老板到村妇联主席

抖音账号：家乡推荐官（瞿小丽）
4.8 万获赞 47 关注 5785 粉丝

打开抖音扫一扫

村干部的日常都在干啥
假期没休息，村里有64名残疾人，

其中高龄残疾人有5人，村干部上门
去服务咯。

一个村，一群人，一条心
一棵树苗5毛钱，今年要栽一万

棵左右。要怎么省钱呢？看村干部带领
村民们怎么做。

农村的美食街
来体验下一百块钱在农村的美食

街能买到什么东西？跟着村妇联主席打
卡。

打开抖音扫一扫

打开抖音扫一扫

大桃子收获的季节
摘桃子咯，红彤彤的大桃子！收获

的季节，汗水很咸，桃子很甜。村妇
联主席穿着民族服装摘桃子咯，人美
村更美。

打开抖音扫一扫

等到甘蔗种植逐渐形成了规模，为

了打开销路，瞿小丽瞄准了互联网。

“我很早就有拍摄短视频的想法，

想把我们村子推荐介绍出去。”瞿小丽

坦言，她其实一直想尝试通过结合自己

村妇联主席的工作，拍摄一些接地气

的短视频，展示村干部和村民的日常。

“想一百遍不如行动一次。”去年12

月，作为麻阳县人大代表，瞿小丽在进

入会场前的等待时间里，拿起手机，打

开前置摄像头，对准自己拍起了视频，

发布到了视频网站上。

回想起第一次拍摄视频，瞿小丽总

结为“临场发挥，一气呵成”：“我想通

过这种方式，告诉大家，每一位人大

代表都在积极履职、建言献策，为家

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一个“亮身份”的视频让不少网

友纷纷在下面留言，更有本地网友通

过评论和私信，向瞿小丽反映生活中的

困难，希望能够得到解决。

从“一个想法”到“一次行动”

回到村里，瞿小丽认真思考后，确

定了自己视频的方向。

很快，张公坡村的各项产业一一出

现在瞿小丽的镜头里，包括刚刚种下的

甘蔗苗、挂果的冰糖橙、即将成熟的

黄桃……

瞿小丽介绍，在驻村工作队、村干

部和村民的努力下，现在，村里已经种

下370 亩酸橙，作为村集体产业，还

有5000 亩冰糖橙、300 亩甘蔗和黄桃，

而她的家庭农场也从单一的“甘蔗 - 红

糖”产业发展成种养结合的生态产业

链。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村民在村里的

帮助下，有了自己的小产业，为此，瞿

小丽计划着，等到视频技术娴熟、视

频账号流量稳定时，为全村的农户们

打造一个直播销售平台，由村干部来运

营，“让他们自己走到镜头前来售卖农

产品”。

从拍村里产业到打造直播平台

除了村里的各项产业，瞿小丽也会

通过镜头和网友展示自己作为村干部的

日常工作，分享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作为村妇联主席，瞿小丽需要定期

探访村里的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一

次走访中，她了解到，村里有一个困境

儿童，他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母亲

离婚后就离开村子了，父亲也处于失联

状态，爷爷患有严重的慢性病，需要长

期服药治疗，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家

里的担子靠奶奶一个人承担。为此，村

里给了孩子奶奶一份清洁员的工作，瞿

小丽一有空就到家里看望孩子，“他一

年四季的衣服几乎都是我负责的”。

瞿小丽将这家人记录在了视频中，

“希望通过我的视频，能够有更多的人

来帮助他们”。

等到有新政策出来时，瞿小丽也会

第一时间通过视频，进行宣传和解读。

等到了闲暇时，瞿小丽又会通过镜

头，展示张公坡村的景色和乡野味道，

带领网友展示农村集市的热闹。

渐渐地，瞿小丽的视频引来了不少

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纷纷点赞的同时，

也有人提出了质疑。每当这时，瞿小丽

会耐心地解释，消除误解，而身边同事

的支持也成为了她坚持拍摄的动力，“他

们还会主动帮我一起拍视频”。

“我们村党总支书记还叫我将格局

放大，不仅要推荐我们张公坡村，还

要让更多的网友了解麻阳，甚至了解怀

化哩。”瞿小丽说。

从暖心“娘家人”到“家乡推荐官”

瞿小丽（左）正在帮前来求助的村民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