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爱玩短视频的农村女

性有几个共同特点：中老年、

善于接受新事物、表达欲望

强烈。农村中的年轻女性大

多外出务工，留守在村里的

多数是儿女已经成家立业的

中老年女性，短视频对她们

而言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娱乐

方式。她们通过刷短视频了

解村外的世界，也热衷于拍

摄、记录自己的生活场景、

心情。

我们不必将短视频视为

吞噬她们时间、使人沉迷的

“洪水猛兽”，更应看到短视

频给农村女性带来的价值。

首先，通过短视频，许

多乡村女性的媒介素养得到

了提升，也开始追求生活浪

漫、变得善于表达。更重要

的是，借助短视频平台，乡

村女性便捷地获得了关于城

市和远方的知识信息，

拓展了对于美好

生活的认知和想

象。

其 次， 短

视频为草根创

作提供了零成

本、低门槛

的表达平台。

借助短视频，

农村女性既

可以看到最贴近生活体验的

农村实况，也可以依自己心

意创作短视频作品，使自己

的日常生活和人生价值“被看

见”。短视频还可能给农村

女性带来经济收入，给县乡

妇女提供就业与发展空间。

此外，有不少女性村干

部利用短视频，用“电子日记”

记录日常工作、分享好经验、

向村民传递政策信息、宣传

村庄形象，提高村民对村庄

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引

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与基

层治理工作，有效打通乡村

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尽管如此，在享受自由

表达和社交满足的同时，她

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

一些乡村女性在展示自己的

身体和容貌时，被网友恶意

攻击和骚扰。此外，一些短

视频内容也存在低俗、暴力

等问题，对乡村女性的身心

健康造成潜在威胁。

因此，在引导乡村女性

合理使用短视频平台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加强对平台的监

管和管理，保护乡村女性的

合法权益和尊严。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利用短视频平

台，推动乡村女性的进步和

发展。

引领村里的短视频风潮

 “早上睁眼第一件事，

点开抖音，晚上睡前最后一

件事，刷抖音。”一天的时

间里，只要在家闲着，罗红

连就在刷短视频。用她的

话讲，“年纪大了，很多想

去的地方、想做的事情都没

法实现，从短视频里可以欣

赏我们在农村看不到的风

景”。

在村里，罗红连开始组

织妇女跳广场舞、打腰鼓。

她是村里最先开始玩抖音的

人：喜欢在抖音上买各种漂

亮的衣服、裙子，后来就穿

上这些漂亮衣服自拍、唱歌、

跳舞。

罗红连喜欢用短视频自

拍，尤其喜欢使用平台自带

的在线“化妆盒”“衣帽间”，

加上琳琅满目的特效。罗红

连还会在脸上浅化一层妆

容，配上视频平台自带妆造，

显得更自然。“年轻的时候

没什么机会臭美，只想着

赚钱养家。到现在这个年

纪，再不美一把，我可真就

彻底老了。”

罗红连积累了5000 多

粉丝，有些是亲朋好友和村

民，但大部分都是陌生网

友。

渐渐地，村民们也学着

罗红连玩抖音、拍视频。

“她们整天都拿着手

机。”或是摇摇晃晃地拍

村落、院子、农田、集市，

或是单纯地放个背景音乐、

加个特效，对口型都算是

展示“才艺”。即便如此，

拍视频这件事对许多上了

年纪、刚接触智能手机的

农村女性来说还是有难度

的，经常有人上门找罗红

连学习如何拍摄、剪辑、

发布视频。“甚至有 70 多

岁的嫂子们来模仿我的动

作，一步步学。”

然而，这些拿着手机到

处拍的女性让村里其他人

感到无法理解。“短视频这

东西不好。”“刷一刷就可以

了，不知道她们有什么好拍

的。”有些村民还会跟家里

的妇女说，别跟着罗红连“瞎

搞”。但在罗红连看来，跟

着她“玩短视频”的女人们，

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原先不爱出门、不爱

打扮的，现在愿意走出家

门， 跟 罗红 连一起 打 腰

鼓、旅 游了；不爱 说话、

不 善言 辞的， 也 越 来 越

开朗大方，敢面对镜头说

“666” 了……更 重 要 的

是 思想和精神 方面的改

变和提升，通过学习短视

频 上的知 识 和观 念， 她

们希望改变过去的自己，

也积极主动地付诸行动。

“有次 几个姐 妹出去玩，

想合影留念，结果有一个

姐妹说自己‘不喜欢拍照，

丑死了’，另一个姐妹脱

口而出，‘自己觉 得美就

行， 不用 在 意 别 人 的 看

法’。”

如今，周洁玲的短视频

事业也得到了村里、镇上妇

女们的理解。今年，她还

和镇上几名同样想在短视

频平台“创业”的妇女聚了

一次会。有些人私下跟周洁

玲请求：“下回带我做抖音。”

有些人在路上遇见她直接

拜师：“你现在可是网红了，

能不能教教我！”

在今日女报 / 凤网团队今年的采访中发现，如今的乡村里，

出现了越来越多“女网红”，她们有的为家乡代言，推介家乡的

美食美景好物，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有的扎根田野乡间，展

现真实的农村生活。

更有不少村妇联主席在抖音、微信等短视频平台建立个人

账号，积极宣讲党的政策、倡导乡风文明，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记录工作、生活日常，分享经验，为村产业“代言”，直播带货。

今年 6月，今日女报 / 凤网推出“村妇联网红”系列报道，将

镜头对准这些借助短视频、新媒体的力量进行乡村治理的村妇

联主席。

这些由基层妇联干部建立的网上“微家”，充分发挥了引领

联系服务妇女群众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各地基层妇联干部

也普遍反映，能熟练使用短视频拍摄剪辑技巧、掌握平台运营

方法的人员力量不足，希望能提供专门针对基层干部的短视频

专题培训课程。

为此，湖南省妇联开展了“湘村主播团”培育计划，通过开

设针对性课程与精准化培育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全省妇联干部

与妇女群众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打通网上妇联工作服务基层“最

后一公里”。

罗红连就是邵阳市隆回

县南岳庙镇茅塘村里的“浪

漫主义者”。这些年，她点

赞的短视频大多是“爱情鸡

汤文”，婚姻的哲学她不太懂，

但她希望能在平淡的一生留

下一些浪漫的回忆。

2022 年 10 月，罗红连

老伴过生日，她特地制作

了视频发布在抖音上，还

附文“四十三年的风雨，老

头生日快乐”。哪怕在平时，

她也会学着“文艺”一波，

秀一把恩爱——配上一张

夫妻合照，撰写一段文案：

“这个自强忠厚而温柔的人，

老是被别人欺负，幸好有

对好儿女给他争光，夕阳美

美红。”

罗红连的浪漫婚姻羡煞

旁人，但她发现，这些举动

怎么也感动不了身边人。看

到罗红连这些大胆“示爱”

的视频，老伴很少有回应，

“他从不会说感谢的话，也

不回应，最配合的动作就是

给我点个赞……”

多少有些失落感，罗红

连也想让老伴发一条“示爱”

自己的视频，但遭到了拒

绝。再后来，今年5月20日，

她想像年轻人一样与老伴

过个“520”节日，却被对

方吐槽了一番，指责她不务

正业。自此，她和老伴在

网络世界各刷各的，互不

打扰。

而像罗红连这样的故事

还有很多。在南阳师范学院

法学院讲师李丹的调研中

提到，一位 39 岁的农村女

性，她在七夕节前两天转发

了几个浪漫的短视频。为了

提醒丈夫节日的来临，她还

故意在吃晚饭时将视频播

放了出来。然而，七夕节当

天，满怀期待的她不仅没

等到礼物，也没收到丈夫只

言片语的表示。

而作为这段关系的另一

方，丈夫表示的是不解。“我

天天在外累死累活地挣钱，

她还想花一千块钱买项链。

这都是短视频闹的，看人

家要啥，她也要啥，又不是

小孩还得哄着。真是事多。”

恼怒之下，她整整两周没和

丈夫讲话，直到丈夫买了项

链并赔礼道歉才和好。

李丹在调研结论中写

道：“不善表达的中年男子

遭遇了乡村生活的浪漫新潮

流，而女性想要更多改变。”

农村出现越来越多“女网红”

■声音

短视频给农村女性带来的价值应被看见
黄勇军（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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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红连和姐妹们经常一
起跳舞、拍短视频。

■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