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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移动互联网，更多人看到了黄丽萍的作品。
但一些网友的评论，也激发她认真思考乡村网红这一
身份的意义与责任。

“有网友留言说，不愿称我为乡村网红，更希望叫
我黄丽萍老师，因为他们觉得‘网红’未必是褒义词。
在他们看来，网红群体鱼龙混杂，传播内容相对低
质。”她说。

自抖音、快手引爆网络以来，各类短视频平台上
涌现出大量的乡村主播，“三农”题材内容更是炙手
可热。快速上升的热度和有序管理的缺失，引发了诸
如“网红设立虚假人设，其实是在演戏赚流量”之类
的乱象。

“‘ 网 红 ’存 在 一 些 不 好 的 解 读 和 联 想 ，但 难
道 我 们 就 要 为 此 放 弃 这 个 身 份 吗 ？不 ！这 反 而 说
明 需 要 更 多 有 正 面 示 范 作 用 的 乡 村 网 红 走 上 舞
台，更积极、更广泛地传播优秀文化。”她认为，乡
村 网 红 的 名 气 是 虚 的 ，但 要 做 的 工 作 、要 担 的 责
任却是实的。

“ 乡 村 网 红 是 有 根 的 ，是 与 故 土 相 伴 成 长 的 。
乡土特色与网络特性，为我带来了走红的机会。小
有名气之后，更需怀有敬畏之心。能以乡村网红的
身份，讲好家乡故事、传播正能量，我十分珍惜。”
她说。

在全国“乡村网红”培育计划暨“汇文采”文化惠
民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上，黄丽萍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
的乡村网红。

由我省选送的乡村网红、西藏昌都藏族小伙仁青
郎加，用唐卡漆画作品述说闽藏协奏山海歌的故事。
此外，有的乡村网红用动人的歌曲邀请网友到东北做
客，有的乡村网红用视频直播形式带领游客“云游”北
京密云古北水镇……

据 悉 ，全 国“乡 村 网 红 ”培 育 计 划 自 2020 年 下
半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培育百余位乡村网红。他们
利用多种形式，参与展示家乡美景、民俗风情以及
农 产 品 直 播 销 售 等 活 动 ，让 家 乡 风 采 被 更 多 网 友
所看到。

有学者指出，乡村网红现象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我
国乡村文化的新景观。他们展示了中国乡村充满生
机、蓬勃生长的文化发展活力，反映了中国农民积极
乐观、努力向上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具有地域特色、民
族风情的文化多样性，是充满正能量的乡村草根文化
力量。

“参加颁奖活动时，我发现有些乡村网红有专
门 的 摄 影 师 随 行 ，这 也 让 我 感 受 到 自 身 在 短 视 频
创 作 能 力 和 互 联 网 传 播 能 力 上 有 所 欠 缺 。如 果 说
我 在 剪 纸 艺 术 方 面 算 得 上 一 名 合 格 的 老 师 ，那 么
我在视频制作上还只是一名刚入门的学生。”黄丽
萍坦言，当前，自己发布的短视频多为自己拍摄再
简 单 剪 辑 ，制 作 相 对 简 单 、粗 糙 ，各 个 作 品 也 缺 乏
统一的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效果，她也正
在寻求突破之道。

结合“网”之特点、探索“红”之渠道，并通过全
网联动，以直播、短视频等融媒体传播方式推进城
乡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一 体 建 设 ，建 立 线 上 线 下 融
合发展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体系，正成为黄丽萍、
仁青郎加等全国“首批乡村网红优秀人才”肩负的
新使命……

虚与实的思辨

近日，在顺昌县一场 70 多人参与的剪纸培训活动
中，一位年近六旬的大爷人生首次尝试剪纸手工活。在
老师的指导下，他顺利剪出一幅玫瑰花作品：“我要将它
送给我的老伴，她一定很惊喜。”

指导老师名叫黄丽萍，今年 45 岁，从事剪纸 20 余

载，是南平市剪纸非遗传承人、南平市工艺美术大师。
今年 1 月 6 日，全国“乡村网红”培育计划暨“汇文

采”文化惠民行动计划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由我
省选送的黄丽萍、仁青郎加，被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
共文化发展中心评为“首批乡村网红优秀人才”（全国

仅 18 名）。
乡村网红如何生成？乡村网红面临哪些困境？乡

村网红又该如何更好地带动乡村发展？带着问题，记
者从线上到线下拜访了黄丽萍，试图从其身上寻找
答案。

前往哈尔滨领取全国“首批乡
村网红优秀人才”荣誉时，千里冰封
的景象勾起了黄丽萍的回忆。

“2021 年冬天，顺昌罕见地下了
雪。我把自己身着《龙凤鸾袍》剪纸
服装在宝山雪景中拍摄的视频发到
抖 音 上 ，获 得 1008 个 赞 、193 条 评
论。”黄丽萍说。

在这次为乡村网红评选准备的
作品中，就有这件剪纸服装。长 10余
米的《龙凤鸾袍》全套服装，由凤冠、
霞帔和裙装组成，华美呈现了凤穿
牡丹、鲤鱼跃龙门等具有中国传统
文化美好寓意的图样。

“ 我 很 早 就 有 创 作 剪 纸 服 装
的想法，并先后剪了 7 套不同风格
的作品。其中，《龙凤鸾袍》完成度
最 高 。能 与 全 国 各 地 的 网 友 分 享
自 己 的 热 爱 ，我 感 到 十 分 欣 喜 。”
黄丽萍说。

其实，在家乡顺昌，黄丽萍早就
是“连卖菜阿姨都知道”的文化名人
了，许多人称她为“剪纸狂人”。

“儿时看奶奶拿着红纸和剪刀，
三剪两剪，一只只小鸡、小狗就‘跳’
出来，真是羡慕极了。”幼时的黄丽
萍，便对剪纸充满了迷恋。

长 大 后 ，她 翻 阅 了 大 量 的 剪
纸 书 籍 和 报 刊 ，并 经 常 踏 上 寻 访
国 内 剪 纸 名 家 的 路 途 。从 热 爱 到
精通，2005 年以来，她已在多家报
刊 发 表 了 1000 多 幅 剪 纸 作 品 ，相
关 作 品 获 中 国 剪 纸 艺 术 节 优 秀
奖、“争艳杯”铜奖、厦门文博会最
佳传承奖等。

与此同时，她积极承担当地的
公益剪纸教学活动。在其多年培训
下 ，顺 昌 学 习 剪 纸 的 爱 好 者 已 达
3000 余人，她也连续五年被评为南
平市优秀教师。

中 国 剪 纸 分 成 很 多 流 派 ，而
顺 昌 剪 纸 具 有 典 型 的 南 派 剪 纸 技
法特色，以精细见长。作为闽北剪
纸（顺 昌）新 一 代 传 承 人 ，黄 丽 萍
还 经 常 思 考 ：如 何 将 老 手 艺 玩 出
新花样？

她运用水彩颜料点染或套色
作背景，用广告纸作拼色，结合
传统剪纸，加入现代创意设
计，以本土大圣文化、宝山
风 光 为 主 ，设 计 出 邮
票、书签、包、杯子、灯

笼、旅游伴手礼等诸多剪纸衍生品。
同时，将剪纸融入舞美，编导成剪纸
走秀和剪纸舞蹈，以多种艺术形式
展现剪纸魅力。

最 近 ，她 与 大 话 熹 游 团 队 合
作，创作以朱子卡通形象为主人翁
的 建 阳 建 盏 烧 制 技 艺 系 列 剪 纸 。

“建盏烧制技艺大有学问，为了能
够地道地还原场景，我前后花了 10
天时间学习，还到烧窑现场亲手体
验，最后才画出图样，从 13 道烧制
技艺工序中摘选 7 道创作了 7 幅剪
纸。”黄丽萍说。

“黄丽萍老师的剪纸很新、很活，
将传统性与现代性结合得很好，使复
杂的文化元素得到了巧妙的表达，成
品十分惊艳。她对剪纸的创作热情，
也深深打动了我们的设计团队。”大
话熹游两岸团队负责人罗雨馨表示，
这次文创跨界合作，将剪纸、建盏、朱
子文化融合在一起，使非遗文化发挥
出“1+1>2”的实际效果。

而“触网”，也是黄丽萍的一次新
尝试。

2019 年 5 月，她受朋友启发，在
抖音发布了一条 15 秒的简易剪纸
教学视频，没想到很快就获得 100
多个赞。

“我到各个学校开展剪纸公益
教学，有时花在路上的时间都要大
半天，而一条短视频就能让那么多
网 友 对 闽 北 剪 纸 文 化 产 生 浓 厚 兴
趣，我第一次被网络的力量所
震撼。”黄丽萍说。

从此，她开始持续更新短
视 频 ：拍 摄 家 乡“ 过 火 焰 山 ”
传统民俗，发布以“武汉加油”
为 题 材 的 剪 纸 …… 截
至目前，她的抖音
号 共 发 布 183 个 作
品，累计获得 7.4 万
个 赞 ，粉 丝 数 达
1.4 万。

老与新的转化
一张纸，一支笔，几乎没有停顿，纸上很

快就被花样繁复的线条和图案铺满。然后，
左手拿纸，右手拿剪刀，用网友的话说，“一
顿操作猛如虎”，一幅精巧可爱的作品就跃
然纸上：整体外轮廓呈现出“福”字，“武夷”
二字居于左上角位置，可爱的卡通大圣形象
居于“田”处，花样繁多的桃子、祥云等图案
巧妙地在各处点缀……

通过视频，黄丽萍分享了创作大圣福文化
剪纸的全过程，行云流水的操作让网友连连点
赞。通过网络的流量加持，她的“剪纸朋友圈”
不断扩大，也迎来了更多的跨界合作机会。

“很多省外的网友和单位通过视频看到
我的剪纸作品，竟然变成定制合作的客户。
而与他们的合作，也是灵感的碰撞，以前我
从未想过还能剪新能源、游戏人物这样的新
题材。这些合作不仅打开了思路，也打开了
财路。”黄丽萍说。

她与中广核新能源湖北分公司合作，创
作了一幅扇面形剪纸，画面中央是成排的太
阳能发电板和风力发电装置，背景点缀着阳
光和云彩，正上方的“福”字还蕴含“八闽来
贺”字样；与广东欢喜斗地主游戏公司合作，
将游戏人物转化为剪纸形象，作品中还有春
节的元素，整体画风可爱灵动。

近年来，黄丽萍积极挖掘非遗的经济价
值，开展个性化剪纸商品定制，推出的窗花、
摆件、服饰、商品 logo、包装等得到市场认可。

2018 年，她创立了黄丽萍剪纸艺术有
限公司，目前共有 3 个工作室，团队 30 余
人。“这些年，随着业务量越来越大，我聘用

了不少员工一起完成剪纸制作工作，还
带 动 当 地 家 庭 困 难 的 村 民 参 与 进

来。”黄丽萍说，一些村民因身体原
因行动不便，她便亲自上门授课，

安排他们在家完成订单。
2019 年 ，由 于 黄 丽 萍 对 地 方 公

共 文 化 发 展 带 动 作 用 明 显 ，当 地 主
管 部 门 将 顺 昌 城 市 记 忆

馆委托给她管理。依托该平台，黄丽萍开展
了多场线下文化活动及线上教学直播，将
剪纸技艺与公共文化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

红了以后，产业规模逐渐扩大，社会效益
逐渐凸显，剪纸变成了改善他人生活甚至带
领他人创业致富的抓手，这让黄丽萍很开心。

不过，手作技艺与网速相比，始终是门
“慢活儿”。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手速与网速的
较量中，黄丽萍不得不接受“慢”的现实。

“太慢了，剪不完。”黄丽萍告诉记者，今
年春节前，她满心欢喜接到十几个订单，然
而快乐的心情很快变得沉重起来，因为任务
难以完成，“大年三十晚上我和团队还在赶
制剪纸”。

“熬再多的夜，也难以解决问题。如何优
化团队力量，让生产能力足以匹配网络流量
带来的机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她说。

遇到这种困境的乡村网红，并不只黄丽萍。
武夷山的沈丹，抖音粉丝超2000万名。此

前，她未曾想过自己用小小镜头记录的乡村
生活会被那么多人关注，更没想到短视频分
享还可以带动家乡农产品的销量大增。

“有了前端的流量打开市场，后期的生
产、物流、售后等产业链如何匹配，都是乡村
网红成长路上的难题。”沈丹说，“个人力量
始终有限，我经常思考如果有一天我不火
了，靠我带货卖农产品的乡亲们怎么办。后
来我意识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现今，沈丹正积极推动、帮助产区农户
学习短视频创作和发布，培育更多知农爱
农、有独立造血能力的互联网新农人。

“经过不断探索，我意识到，流量和内容
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带一波货，而是通过视
频内容，让更多人了解家乡风采、产品优势
及风土人情，让产品变得更生动。对于一个
地区的产业链来说，这是长远而利好的事。”

科学平衡网络之“快”与现实之“慢”，让
短视频产生长效益，让乡村网红发展模式
更具可持续性，也成了黄丽萍努力的方向。

“网红展示的是一个人的形象，但绝不
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建立有机配合

的团队，极其重要。”黄丽萍说，
当前，她正积极招聘美术

工、设计师等成员，增
强 团 队 力 量 ，以

为 后 续 更 好
地 发 展 作

准备。

快与慢的纠结

一一““剪剪””芳华别样红芳华别样红
□本报记者 姚雨欣 通讯员 徐华山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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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丽 萍 创
作 的 朱 子 卡 通
建 盏 烧 制 技 艺
剪纸

①黄丽萍在拍摄剪纸教学视频。
②仁青郎加（左）、黄丽萍（中）等乡

村网红合影。
③黄丽 萍 展 示 自 己 的 剪 纸 服 装

作 品 。

图片说明

她从南平市剪纸非遗传承人摇身变成全国“首批乡村网红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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