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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网导”当主播，
她将古村土货变“俏货”

村妇联网红

听！“拦门酒”歌 

 高椅村的“拦门酒”歌唱起来，可能你一句都听不懂，

但是热情洋溢的感觉，谁都能体会到。

一场小雨后，留着岁月痕迹的青石板路，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更加富有诗意。斑驳的小巷，向古村深
处延伸开去，一眼望不到尽头，悠扬的侗歌声从远方传来……
这里是怀化市会同县高椅乡高椅村，是粟婷的家乡。

粟婷是高椅村妇联主席，2021 年上任后，她抱着“要让更
多人了解高椅村”的初衷，举起了手机，将村里的一草一木、
一人一景都变为了镜头中的内容，让村里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

怀化市会同县高椅乡
高椅村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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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扫抖音码，跟着村妇联主席云游村庄

扫一扫，
看更多精彩内容

岁末年初，正是手工糍粑热

卖的季节。位于高椅村村部的作

坊内，几名 60 岁出头的村民手

持木棒，卖力地捶打着石臼里的

乌米饭。在他们旁边，粟婷正举

着手机，不时变换角度，将这一

幕拍摄下来，“这又是一个很好

的视频素材哩”。

今年 38 岁的粟婷曾经在广

东从事国际货运代理工作，一年

收入约 40万元。但在外打拼的

她始终不忘家乡情，2018 年，她

决定放下外地的工作，回到高椅

村。

回村后，粟婷和另外一名返

乡青年在村支两委的支持下，成

立了黑九妹乌饭树种植专业合作

社，吸收社员191户，而粟婷成

为合作社的主心骨。2021年，她

被推选成为村妇联主席。

前期经营合作社的经历，让

粟婷更加了解高椅村，她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高椅村三面

环山，四面环水，因此，虽然距

离会同县城只有45 公里，车程

却需要一个多小时。也正因为交

通闭塞，高椅村内的明清建筑保

存完好，先后被评为中国十佳古

村、全国文明村镇、中国传统村

落。村子里90%人口为少数民族，

民族风情浓郁，同时也是全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2023 年四月初

八“乌饭节”当天，有近两万游

客前往高椅村。

“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我要

让高椅村被更多人知道。”2021

年，在担任村妇联主席不久后，

粟婷决定注册短视频平台账号，

通过视频来传播高椅村的美，“同

时，我也希望通过视频让村民们

知道村干部在做什么”。

恰好，村里正在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根据任务分工，村

干部们要对村里的溪流进行环境

整治。看着大家忙碌的身影，粟

婷举起手机，拍摄了一段画面，“第

一个视频就有将近 7000人次观

看，我很满意”。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大

家来到高椅村，在接下来的时间

里，将由我来带领大家游览古村

……”将镜头对准村支两委工作

的同时，粟婷也不忘自己的初衷，

将高椅村通过视频展现给网友。

其实刚开始，粟婷并不能完

整地为大家讲解高椅村的前世今

生，但秉持着“人人都是讲解员”

的意识，在村里专业导游的培训

下和讲解大纲的帮助下，她逐渐

掌握了讲解的方式。第一次从

镜头背后走到镜头前，粟婷还是

发怵了，“拍摄高椅村的景色用了

半小时不到，录制讲解却花了一

个小时多”。好在视频效果不错，

不少网友在粟婷的讲解下，对高

椅村充满了好奇。

随后，粟婷的镜头对准了村

里的“月光楼”等小景点，接地

气的讲解获得了网友们的一致点

赞。她告诉记者，等到工作不忙时，

她要对村里的木制文化、窗花拍

摄专门的视频，让大家感受到高

椅村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很快，不再满足简单的景点

拍摄，粟婷开始将镜头对准了村

民们：举杯唱起酒歌的大姐、寨

子前摆拦门酒的侗族阿妹、传统

木房前休息娱乐的老人、春节观

看舞狮的村民们……

一次，粟婷和村支书在村子

里走访，在一户家里走访结束正

准备离开时，家中 86 岁的老人黄

杏叫住了他们：“我刚刚新学了一

首快板，你们听一听”。黄杏奶

奶即使年近鲐背，但她始终保持

着积极的生活态度，会剪纸、会

种花，是高椅村的一张“人物名

片”，平时总帮着村里接待游客。

看着粟婷和村支书重新落

座，黄杏唱念了起 来：“说古

村，道古村，村支两委是一条心

……”听着老人家快板的内容，

粟婷十分意外：“这是特别为感

谢我们村支两委创作的快板。” 

这个画面也被粟婷记录在了

视频中，“一镜到底，我们希望

邀请更多人来分享我们的激动心

情”。

也正是在这些视频的拍摄过

程中，粟婷感觉到，网友们对村

庄的喜爱越来越深。

“网络导游”记录村庄故事

“回流”青年想法多

作为村妇联主席，粟婷经常

外出学习，每一次外出时，她也

不忘拍上几段视频带回村里，“要

为村民提供更多渠道，让他们接

触外面的新技术。”

早在 2019 年，粟婷就带领村

民们制作乌米糍粑，一开始，他

们选择了机器制作，但并没有太

多市场竞争力，于是，粟婷决定

将机打糍粑更换成手工糍粑，但

因为技术不到位，产量上不来不

说，品质也不好，导致连连亏损。

在一次外出学习过程中，粟

婷了解到，怀化市溆浦县黄茅园

镇专门从事手打糍粑，“其中一

个村子一天至少消耗 1000 斤大

米原材料，一年的产值上千万

元”。为此，她特地前去学习考察，

从糯米的选择，到加工、捶打等

各个环节，一一详细地拍下了视

频。回到村里后，粟婷又根据视

频，将技术一一告诉村民。

“现在我们夏天妇女包粽子，

冬天男同志打糍粑，大家都能够

有一份收入。”粟婷说，2023 年

端午节期间，村里的乌米粽子营

业额达到 20万元，仅过去的两

个月，乌米糍粑就销售上万斤，“接

下来还有一个月的销售高峰期”。

2022 年，粟婷被评为会同县

三八红旗手，2023 年，粟婷又参

与了“全国‘乡村网红’培育计划”，

成为了一名“和美乡村推荐官”。

最近，粟婷在大家的支持下，

开始了第一次直播带货，虽然销

售额不高，但她依旧十分开心：

“我相信，在我的视频展示下，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高椅村，前

往高椅村。”

外出学习，助力村集体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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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打糍粑  

黑乎乎的乌米糍粑是高椅村的特色产品，这是纯手工制

作，村妇联主席直播打糍粑现场，过去两个月，销售上万斤。

打开抖音扫一扫

 讲！村里的快板 
高椅村 86岁剪纸艺人黄杏奶奶拉着粟婷和村干部讲了

一段快板，老人家精神抖擞，一个字不错，记忆力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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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探“月光楼”
  村里的“月光楼”建于清道光年间，是一所中西合璧

的建筑，带大家走进月光楼，看看那时候的建筑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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