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迷”短视频的农村妇女，给“村播”再添一把火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实习生 胡婉柔

农村人有多爱刷短视频？
不久前，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讲师李丹的调研报告给出了答案——他在华北平原的小村庄里，

对留守妇女进行访谈调研后发现，农村妇女刷短视频的数量明显高于男性，且她们更热衷于拍摄
短视频。

而早在新华网、微博联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
所传媒调查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2023 回乡见闻”问卷调查中提到，在回收的 104917 份有效问
卷中发现，54.81% 的问卷反馈家乡老人以刷短视频为娱乐。

当农村人也开始上网“冲浪”，他们的兴趣点到底在哪？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进湖南
多地乡村，倾听那些玩转短视频的农村妇女心声，寻找她们“沉迷”短视频的基层逻辑……

村民们不追捧的“网红”

于玲，37岁，农村舞蹈博主，

IP：湖南衡阳。她的老家在广

西桂林，多年前，她辞掉工作

在丈夫的老家衡阳市珠晖区茶

山坳镇黄洲村扎了根，成了一

名乡村小学的代课教师。

气候、饮食不一样，村里

的方言也听不懂……最初在黄

洲村，于玲几乎没有社交。村

里的娱乐方式不多，有几个老

人会聚在一起跳跳舞，但她很

少参与。在这样的环境下，她

与短视频结缘，开始学习大城

市的年轻人——上网“冲浪”。

“沉迷”短视频创业

56 岁，安享晚年还是乘风

破浪？在湘潭湘乡市棋梓镇，

“奶奶级”网红博主周洁玲选

择后者。

“图文带货”“圈层”“知

识分享赛道”“AI 智能”……

这些网络名词周洁玲烂熟于

心。3 年来，这位 60 后农村妇

女着迷于一件事——在抖音上

创业。

与大多数热衷于跳广场舞

的老太太不同，周洁玲的老年

生活非常丰富，她开过美容店、

K 歌房，有过多段创业经历，

向往“中老年浪漫”，期待被村民认可

不被理解的“中老年浪漫”

对于周洁玲“沉迷”短视

频这事，丈夫的态度只有六个

字——不理解、不支持。

“每天搞这个东西干嘛？

有什么用呢？也没见你发财

致富，不如踏踏实实做点小

生意。”丈夫担心，周洁玲把

原来的实体生意停了，收入

就更少了，他认为在互联网

上赚钱还不如去工地挣辛苦

钱靠谱。而在农村老年夫妻

的相处关系中，短视频引进

养生、亲子、美食……

五花八门的短视频内容让于

玲眼花缭乱。有一次，她刷

到了一条亲子视频：只有一

张孩子生活照和“煽情”配

文，点赞却很多。作为二胎

妈妈的她也希望被关注，于

是，2018 年，她上传了第一

条短视频作品——她拍下与

两个儿子的生活日常，像电子

日记一样记录着他们的成长。

粉丝从无到有，慢慢地，

有一些外村人开始留言与于

玲交流育儿之道。从互联网

获得社交的她有了更大的兴

趣。她拾起年幼时的基本功，

视频方向从育儿转向舞蹈，

展示自我。

“小时候我是学体操的，

在艺校学的杂技表演专业。”

于玲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

所有同事下班离开办公区

后，她在工位上拍下了第一

支舞蹈短视频，背景音乐用

的是“你笑起来真好看”。

倒 立、 翻 跟 头、 劈叉

……高难度的动作配上热门

背景音乐，于玲“一夜走红”，

每条视频都至少能收获数百

个点赞，粉丝也逐日增长。

收获粉丝的于玲也希望

得到同村人的关注，然而，

事与愿违。在这个大家都

刷着短视频的小山村，村民

们并不追捧这位身边的“网

红”，大家熟知她的身份依

旧是“某某老师”“某某村

干部”。

“在农村，女人们的价

值要如何更好体现呢？”于

玲说，这些年她也在思考这

个问题，在数字媒介席卷乡

村的过程中，女性精神世界

改变的速度很快，越来越多

妇女敢于展示自我，在粉丝

的认可中成长，从而影响更

多人。

好比于玲，如今她的短

视频账号又迎来了第三次转

型——带货，销售黄洲村土

特产。她说，像她这样一直

在为被承认而奋斗的农村女

性，也希望通过玩转短视频，

使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人生价

值“被看见”，最理想的结

果便是还能“造福他人”。

今年 12 月，于玲给新

年制定了一份新计划——报

妇联组织的新媒体培训班，

学习短视频运营知识，“我

想让更多农村妇女看到短视

频的力量，帮助大家把特色

农副产品推销出去！”

但对于互联网和短视频，她

算个“新手”——怎么剪视

频、开直播？怎么把一个账

号做起来？这些她一开始都

不懂。

在村民们看来，周洁玲

是个“大胆姐”，尽管什么

都不懂，但她下决心在互

联网上创业。最开始，她

每天抱着手机刷视频，一

天除了吃饭睡觉，都是在

别人的直播间和短视频里

学习经验。踩过坑，也走

过不少弯路。

“比方说学剪辑，我给

10 多个直播间刷礼物、做笔

记，让别人教我用付费软件，

但交过学费后才知道，原来

平台就有自带的免费剪辑软

件。”周洁玲说，她还参加

过不少知识分享类博主的线

下培训，学费一交就是好几

万元。有一次，她遇上个骗子，

“老师还没教会学生，人就

跑了，换了另一名老师，也

不愿意教之前的学生……”

一来二去，周洁玲决定

自己摸索。她总结了各个年

龄段观众可能爱看的内容，

学着对镜头比心，搜寻中老

年人爱听的老歌，拍对嘴视

频……每天不仅要出门找不

同的场景拍摄，还要抽出两

三个小时来直播，“直播间，

我就和那些知识分享博主一

样，教大家怎么‘玩转短视

频’”。忙活一天，周洁玲也

能赚上数百元。看到商机的

她立马加大投入，一口气买

下12 部手机，创建了3 个不

同短视频平台的账号。最忙

的时候，她连饭都没时间吃，

就煮一锅粥，一天分三次喝。

眼见事业有所起色，但

“沉迷”短视频的周洁玲又

遇上了新问题——丈夫对她

很不满：“你满脑子想的都

是短视频，你还要不要我？

要不要这个家？”

周洁玲哈哈大笑，当天

就把丈夫的埋怨拍摄成短视

频，文案写着丈夫的抱怨，

歌词是：“朝思暮想的是你，

辗转难眠为了你……”

的新潮观念还有很多，比

如，中老年浪漫。

“520 马上到了，你打算

给我送点什么？”谁也没想

到，这样一句话，竟让61岁

的罗红连与丈夫起了争执。

这些年，“撒狗粮”的

短视频并不少，从以往小年

轻的爱情故事到如今倡导的

“中老年浪漫”，一些博主将

夫妻日常的小浪漫拍成短

剧，供人借鉴学习，引流的

同时，也将这种“夫妻间的

仪式感”辐射到各个农村，

让越来越多农村夫妻也开始

享受生活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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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业，周洁玲参加了数十场培训、买了 12 部手机。

于玲正在录制舞蹈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