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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盛 夏 ，炎 热 的 天 气

挡 不 住 观 众 对 音 乐 的

热 情 。8 月 5 日 ，爱 乐 汇

交 响 乐 团 在 北 京 音 乐

厅 迎 来 首 秀 ，由 此 拉 开

了 2022-2023 音乐季的

序幕。

在 文 化 之 都 的 北

京，音乐会不稀奇，交响

乐 团 也 有 多 个 ，但 爱 乐

汇交响乐团的独特之处

在 于 ，这 是 北 京 第 一 家

民营的全建制职业交响

乐团。更让人惊喜的是，

首 演 的 票 售 罄 ，更 直 白

一些，首演挣钱了！

众 所 周 知 ，交 响 乐

是 可 以 沟 通 世 界 的 语

言，也众所周知，一个交

响 乐 团 的 建 立 与 运 行 ，

耗资巨大且很难收支平

衡 。一 个 民 营 交 响 乐 团

能 养 活 自 己 谈 何 容 易 ，

行 内 人 都 知 道 ，这 是 一

个奇迹，几无先例。

见到爱乐汇交响乐

团艺术总监范焘和团长

宋建平，是在三里屯。这

里坐落着爱乐汇的一个

小 剧 场 ，日 常 上 演 包 括

脱 口 秀 在 内 的 各 种 演

出。尽管下午有些冷清，

但依稀能想象热闹时台

上台下的零距离。

“ 今 年 4 月 发 了 招

聘 公 告 ，有 120 多 人 报

名 ，选 了 50 人 面 试 ，最

终入选不到 20 人，考核

十分严格，未来还将向

世界招募优秀乐手。”范

焘说。

首演音乐会的演出

人数有 70 多人，其中自有演员近 40 人，

就包括这些新招募的年轻人。他们来自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多所知

名音乐高等学府，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

乐 团 邀 请 了 小 提 琴 演 奏 家 杨 岷 担 任 首

席 ，她 曾 先 后 在 伯 明 翰 市 立 交 响 乐 团、

BBC 苏 格 兰 交 响 乐 团 等 多 家 乐 团 担 任

客席首席。

“我和全国 90%以上的交响乐团都

合 作 过 ， 大 家 最 难 的 一 点 就 是 商 业 模

式。我有一个感受，中国的观众是热爱

音 乐 的 ， 就 要 看 乐 团 怎 么 来 引 导 大

家。”范焘说，“爱乐汇交响乐团首演的

票房是实打实的，说明咱们确实做对了

一些事。”

相比初生的爱乐汇交响乐团，其实

爱 乐 汇 的 名 字 在 音 乐 爱 好 者 中 并 不 陌

生。爱乐汇成立于 2012 年，以音乐演出

的策划、运营、执行为主营业务，迄今推

出演唱会和巡演项目 4000 余场，涵盖流

行、民谣、爵士、摇滚、独立、电子、轻音

乐、合唱团等多元类型。

“爱乐汇刚成立的时候，想做纯古

典的演出，但一直亏钱。后来我们意识

到，应该是观众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我

们 就 提 供 什 么 样 的 音 乐 。” 宋 建 平 说 ，

尽管交响乐团刚诞生，但在这之前已经

有了 10 年的经验积累或者说“试错”，

当然，也许那也并不是错，只是尚未到

时候。

爱 乐 汇 交 响 乐 团 一 年 的 成 本 在

1000 万元以上 。“ 以演养团 ”，这是宋建

平为乐团设立的目标。爱乐汇依靠自身

“产业链”的统筹，用宋建平的话说，“只

要在其他项目上挣到的钱，不用来买别

墅、买豪车、奢侈享受，而是用来为艺术

添砖加瓦，实现一个成年人的梦想，交响

乐团就能办下去”。

身为艺术总监，范焘也十分“务实”，

他清醒地认识到，乐团现在还没到“谈风

格 ”的 阶 段 ，必 须 是 一 家“ 全 能 型 ”的 乐

团，“如果乐团只立命在某一种风格，恐

怕 就 会 失 去 其 他 很 多 观 众 ，所 以 我 们

从 最 开 始 就 决 定 要 成 立 一 支‘ 全 能 ’的

乐 团 ，只 要 有 观 众 喜 欢 ，我 们 就 给 他

演，在保证艺术水准的前提下，全面面向

市场”。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不仅是经

济基础、音乐基础，还包括受众粉丝的基

础。爱乐汇仅官方微信公众号就有 20 多

万粉丝，常驻北京的粉丝也有 7 万余人，

这是爱乐汇受众的“基本盘”。宋建平算

了一笔账，以首演音乐会为例，出售 700
张票，只要有 1%的粉丝购票，就足以撑

起一场音乐会。

在这个音乐季，爱乐汇交响乐团将

演出 30 场以上，针对年轻观众的口味，

精心筛选每场曲目，并对一部分曲目进

行创新编配，既有经典的贝多芬专场交

响音乐会，也有时尚的超燃经典影视交

响音乐会。

宋 建 平 说 ：“ 我 们

希望大家理解，交响乐

距离大家并不遥远，它

存 在 于 我 们 生 活 的 方

方面面。”

北京首个民营交响乐团首演挣钱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志中

黄土高坡上养鱼是个好生意吗？“客

观地说，对于没有技术、资金优势的‘新

农人’来讲，绝对不是。”在回乡创业的

10 年里，常胜利几乎做了他能想到的所

有尝试，休闲渔业、专业垂钓、生态养殖

等，却始终未能走进“安全区”。他说自

己从回乡那天起，就已做好了“长征”的

准备。

如今同常胜利一样，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稳步推进，越来越多创业青年带着经

验、资金、技术返乡创业。然而，不少返

乡青年的创业故事喜忧参半，甚至遭遇创

业 失 败 。“ 新 农 人 ” 如 何 在 家 乡 站 稳 脚

跟，正成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和基层治理

面对的一道新考题，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摸

索，一些“新农人”领悟到：除了要善于

与乡村社会打交道、学会沟通，还要不断

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返乡创业没有“安全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每次听到

这句话，我马上就能想起我的家乡。”常

胜利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在晋南半干旱地

区发展渔业，一是因为家乡多年来就有养

鱼传统；二是受益于当地政府的黄河干流

取水工程，有了一定水源保障。

回乡之前，他已在外闯荡有些年头，

既积累了资金、技术和经验，也对返乡创

业 有 着 相 对 更 理 性 的 认 识 。 经 多 方 考 察

后，他才开始在滏河水库里建鱼塘养鱼。

“创业太难了，风险总是如影随形。”

常胜利回忆，有一年天气久旱，庄稼、水

库都缺水，按照以往，每到耕种季节，滏

河水库都会以成本价助农抽水浇地，但这

次用水量过大，导致水库水位下降，庄稼

保住了，鱼却出现大面积窒息死亡，几乎

全军覆没，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万元。

“那一次差点就翻不了身，承受了太

大的压力。”他说，当时很多人劝他水库

是个无底洞，还是回去做好本行，而他从

回乡那一天起， 就 没 考 虑 退 路 。 经 过 10
年 持 续 投 入 和 摸 爬 滚 打 ，如今的滏河水

库渔业发展已初具规模，经济效益也开始

显现。

与之相 比 ， 山 西 吕 梁 石 楼 县 的 返 乡

青 年 刘 彩 红 正 处 于 创 业 最 难 阶 段 。 当

初，她选择了在家乡流转 350 亩山坡地种

植花椒。

头一 年 ， 刘 彩 红 按 学 来 的 方 法 “ 大

苗栽水地、小苗栽旱地”，结果小苗全军

覆 没 。 第 二 年 ， 她 全 部 补 种 了 大 树 苗 ，

谁 料 当 年 秋 雨 多 ， 导 致 补 种 的 树 苗 根 都

烂 了 。 第 三 年 ， 汲 取 了 前 两 年 的 教 训 ，

直 接 栽 种 带 土 球 的 树 苗 ， 成 活 率 终 于 到

了九成。

3 年时间，陆续投入 300 多万元，刘

彩红的积蓄所剩无几，还贷了款，“抛开

土地流转费用，除草、浇水、维护这些都

得 花 钱 ”。 她 直 言 ， 自 己 当 初 想 简 单 了 ，

没想到财务、政策、技术、人员、资质各

环节都会遇到问题，困难颇多。

她不禁反思，自己在大城市都能创业

成功，为什么在家乡这么难？市场究竟在

哪里？

眼下，她不得不暂停花椒地的扩建，

与合伙人再次外出打工，一边赚钱，一边

为家乡的花椒地“输血”。

吕梁青年张云毕业后回乡开发以当地

特色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代餐粥类产品。

他 的 感 受 是 ， 从 2017 年 返 乡 创 业 到 现

在，自己的事业正在遭遇瓶颈，一起创业

的小伙伴留下的已经不多了。“前几年返

乡创业的人确实很多，大家经常交流也很

热闹，但后来创业者慢慢减少，有的离开

乡 村 重 新 回 到 城 市 ， 恐 怕 不 会 再 回 来

了。”张云说。

学会沟通，不当“异乡人”

在 刘 彩 红 看 来 ， 返 乡 创 业 的 “ 乡 ”，

不仅是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空间意义上的

乡村，更是个人重新融入乡村的过程，创

业者与政府、村民、合作方的沟通都很重

要，甚至将决定未来的格局。

有 一 年 ， 在 地 方 政 府 的 帮 助 对 接

下 ， 她 想 要 同 一 家 来 自 浙 江 义 乌 的 商 家

展 开 合 作 ， 一 开 始 谈 得 很 顺 利 ， 后 来 考

虑 到 刘 彩 红 的 部 分 花 椒 产 品 资 质 不 全 ，

商 家 建 议 刘 彩 红 放 弃 自 身 品 牌 ， 贴 牌 生

产、薄利多销，这让她无法接受，“现在

回 头 看 ， 当 时 就 是 没 有 沟 通 到 位 ， 如 果

先 接 受 对 方 建 议 ， 待 销 路 打 开 后 ， 再 创

品牌也未尝不可”。

还有一次，一位本地投资人看好她的

事业发展想要入股合作，但对方提出，如

果未来企业经营不善，要建立合理的退出

机制，及时止损。这一条件引起了刘彩红

团 队 的 反 感 ，“ 大 家 觉 得 ， 既 然 是 合 作 ，

就得齐心协力，怎么能还没干，就想着干

不成，或者撤股”。

“ 当 时 我 们 都 不 太 懂 ， 凭 着 乡 约 民

俗 、 个 人 理 解 觉 得 不 妥 ， 就 拒 绝 了 对

方 。” 刘 彩 红 说 ， 后 来 学 习 公 司 法 才 发

现 ， 其 中 关 于 股 权 转 让 有 着 很 明 确 的 规

定。对方的诉求合理合规，却因为彼此沟

通不畅、互不理解，错失了机会。

在 这 方 面 ， 常 胜 利 则 显 得 更 有 经 验

一些。

“当时县里鼓励青年返乡创业，提供

了不少优惠政策。”了解到家乡脱贫攻坚

以来的巨大变 化 ， 商 业 嗅 觉 灵 敏 的 他 迅

速 创 立 国 胜 渔 业 有 限公司，在当地政府

支持下开始发展渔业，“这样一来既养了

鱼，还能帮助乡亲们解决灌溉难题，一举

两得”。

“没有政府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

常 胜 利 说 ， 自 己 在 执 行 公 司 的 发 展 战 略

时，大多会依靠父老乡亲，做好沟通，同

时建立起各方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困难

户、普通村民和致富带头人都能参与其中

并 得 到 实 惠 ， 自 然 不 会 从 项 目 中 “ 薅 羊

毛”、搞破坏。

每逢重阳节，他会带着团队年轻人一

起，前往附近几个村庄看望慰问高龄老人

和困难户，同时为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送

去生活物资。

“村支两委还帮助我们协调与老乡之

间的用地分类、水源合理灌溉等，做了很

多有助水库发展的事。”在他看来，返乡

创业青年学会与乡村社会打交道，学会沟

通，是必须补的一课，“重点是别让自己

变成‘异乡人’。”

如今，依托滏河水库，吉许村的土地

也开始有了新变化，种地的人多了，蔬菜

大棚等特色产业也开始出现。

学习跟不上，风险就会无处不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中发现，多

数创业者对于专业知识学习、创业培训的

需求十分迫切。

“一方面收获知识，一方面还能开阔

眼界、积累人脉。”受益于家乡的乡村振

兴政策，最近张云先 后 两 次 被 推 荐 去 大

型 企 业 参 观 学 习 ， 同 时 参 加 了 有 关 民 营

企 业 法 律 培 训 ，“ 这 次 参 观 了 该 企 业 工

业 + 文 旅 + 研 学 的 发 展 方 式 ， 感 到 很 激

动 ， 太 受 启 发 了 ， 没 想 到 工 厂 还 可 以 这

样运行”。

参加法律培训后，他更为感慨地说：

“学习刷新了我的三观，不管是现在还是

将 来 ， 增 强 法 治 意 识 太 重 要 了 。 很 多 创

业 者 法 治 意 识 淡 薄 ， 这 方 面很容易因小

失大，一旦出现问题，会造成不可挽回的

损失。”

张云说，回家后自己也计划将工厂进

行扩建改造，让家乡的孩子也可以走进现

代化工厂了解农业文化，同时带动家庭消

费，多元化发展，“由单 纯 的 产 品 输 出 ，

改 为 文 化 +产 品 输 出 ， 更 有 益 于 我 们 的

发展”。

“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历经几次

危机后，常胜利也意识到，随着事业的发

展，一系列的问题随之出现，比如循环水

养殖水体氨氮、亚硝酸盐超标如何解决等

专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水库发展的“卡

脖 子” 难 题 ，“ 总 而 言 之 ， 学 习 跟 不 上 ，

风险就会无处不在”。

其间，受益于地方政府对于返乡创业

者的支持，常胜利的水库，从渔业养殖到

果树选种、种植、施肥，再到田间管理、

增产增效均获得了来自县水利局、农业局

专家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最近，他正在学习国家有关“三农”

工作的理论书籍，“振兴乡村的路上，如

何找到自己的定位，融入家乡发展，和父

老乡亲共同富裕，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重

点问题”。

正渡难关的刘彩红也表达了相近的想

法，她很希望政府能够牵线搭桥，为创业

者定期举办创业培训、信息沟通、行业交

流 等 活 动 。 可 能 的 话 ， 地 方 政 府 不 妨 牵

头，争取与优质企业合作，这样中小创业

者既能积累经验，还可以减少成本投入，

降低风险。

助农组织“家乡来客”的发起人李哲

亚表示，目前乡村创业大多集中在农业和

旅游领域，周期长、投入大，不少创业者

难 以 迅 速 掌 握 专 业 种 养 技 术 ， 不 了 解 市

场，也不懂得销售等知识，因此学习显得

尤为重要。

“ 很 多 人 觉 得 会 种 地 、 会 养 殖 ， 就

能 创 业 ， 其 实 远 没 有 这 么 简 单 。” 李 哲

亚 说 ， 实 战 经 验 少 、 专 业 知 识 学 习 不

足 、 融 资 难 等 原 因 ， 都 有 可 能 引 发 创 业

危机。

“新农人”回乡，站稳脚跟有多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随着上海本轮疫情基本结束，城市恢

复 了 往 日 的 热 闹 ， 安 福 路 、 武 康 路 等

“网红打卡点”又聚集了大批时髦的年轻

人 ； 展 览 馆 、 电 影 院 等 文 旅 场所也恢复

了客流。

不同的是，在经历过疫情封控后，一

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悄然发生了改变，有

人 培 养 了 抵 抗 风 险 的 意 识 ， 开 始 “ 囤

货 ”、 整 理 应 急 储 备 ， 消 费 更 崇 尚 “ 极

简 ”； 有 人 习 惯 了 自 己 做 饭 和 在 家 锻 炼 ，

生活更加健康、规律；也有人意识到没有疫

情的日子十分宝贵，把过去“摸鱼”的时间

用来培养爱好，让平淡的生活更有意义。

这届年轻人学会了节俭和“囤货”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团购”和“囤

货”成了网络热词，不少年轻人直呼，终

于理解了自己的祖辈为何如此节俭、爱囤

东西。

国家统计局于 7 月 15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1-6 月，粮油食品类、饮料类、

烟酒类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增长，服装鞋帽

类、化妆品类和金银珠宝类商品销售额则

均有下降。蘑菇街发布的“6 · 18 直播购

物节”销售数据则显示，消费者在该平台

的购买行为体现出“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的想法和实用性特征，其中，纸巾销量超过

米、面，成为居家囤货的“头把交椅”。

在 上 海 读 研 究 生 的 小 高 深 有 感 触 ：

“上海疫情改变了我很多，因为经历了很

多人和事，我更加珍惜身边人，也变得更

加节俭，很多不该花的钱不会乱花了。”

她形容自己之前读本科时“花钱不眨

眼”：曾花上万元购买一辆高颜值的电瓶

车，买过各种数码产品、宠物；因为“上

头 ” 音 乐 剧 、 话 剧 ， 会 花 高 价 买 票 看 演

出；看到喜欢的收藏品、想吃的美食，不

考 虑 价 格 就 冲 动 消 费 ； 对 于 化 妆 品 、 服

饰、奶茶等，更是“想买就买”。现在的

小高在消费方面“收敛”了很多，会在每

次花钱之前仔细思量有没有必要，“自己

还在上学，没有工作，不应该这样大手大

脚地花钱”。

大学青年教师倩倩和小高有类似的转

变 。 倩 倩 过 去 就 欣 赏 极 简 主 义 的 生 活 方

式，但偶尔还会购入轻奢包和服饰；看到

博主们在网上晒的精致照片，也心痒痒地

想买喜欢的手办收藏。现在的她觉得，还

是把钱存下来比较好，“卫生纸、洗手液

等我会囤满一年的量，还在办公室、车里

都放了漱口水、睡袋、替换内衣等应急物

品 ， 其 他 生 活 物 品 尽 量 减 少 。 因 为 我 相

信，平时生活极简的人，会在特殊情况来

临时适应得更好”。倩倩注意到，身边不少

朋友在疫情后成了及时行乐的“短期主义

者”，网上也有很多人发表“余生皆假期”的

观点。“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还是决定

实践斯多葛学派的自律生活。”她说。

在 家 运 动 和 自 己 做 饭 ，
“健康”成为新追求

上海本轮疫情期间，以直播方式带着

粉丝健身的刘畊宏、帕梅拉等运动博主成

为热点人物，居家生活的两个月，不少上海

青年成了“刘畊宏男孩”“帕梅拉女孩”。

运动科技平台 Keep 联合人民健康日

前发布的“人民爱健身”《2022 国民健身

趋 势 报 告》 显 示 ， 由 于 疫 情 防 控 政 策 影

响 ，2020 年 以 来 ， 居 家 健 身 成 为 新 的 体

育健身场景。在同等便利的体育健身环境

条 件 下 ， 74.3% 的 受 访 者 首 选 在 户 外 健

身，46.2%的受访者首选居家健身，30.8%
的受访者首选在室内健身场馆健身。

30 岁 出 头 的 小 童 从 事 房 地 产 业 工

作 ， 疫 情 后 他 养 成 了 居 家 体 育 锻 炼 的 习

惯，“以前我觉得在家健身主观能动性不

足，现在已经成为习惯了。以前去健身房

偶尔会请私教，就是觉得需要人督促效果

会更好，其实，疫情也是一个迫使我养成

习惯的外力”。

小童发现，一旦能够靠自驱力完成运

动，就不要在健身上花太多钱。他会在微

博、Keep 等网络平台上找跟练视频，偶

尔用家里的小哑铃做一些力量训练，“我

有一段时间的健身基础，所以会自己安排

每天的训练计划。不过以后还是会考虑用

健身房做补充，因为健身房总归器械多一

些、空间大一些”。

90 后 青 年 小 羽 是 金 融 行 业 工 作 者 ，

以前因为工作忙、下班晚，很少在工作日

做饭。疫情居家期间需要自己买菜做饭，

她因此“解锁”了很多菜谱，“自己做饭

低油、低盐，会更健康”。

除了自己做饭，小羽还养成了更多有

益 身 心 健 康 的 好 习 惯 。 她 说 ：“ 比 如 花

钱、存钱更有规划；在家坚持读书和做瑜

伽。疫情还让我发现，和朋友的关系和是

否见面吃饭关联不大，疫情期间虽然不能

见 面 ， 但 我 和 一 些 朋 友 反 而 联 系 更 紧 密

了；我还和一栋楼里的几位邻居建立了良

好的关系，过去我们都是陌生人。”

重拾爱好，给平淡的生活
找点儿意义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国内涌起的“骑行热”带动了自

行车产业发展；今年夏天，都市年轻人之间

流行起飞盘和陆地冲浪等新兴运动项目。

记者观察到，都市青年的新兴爱好通

常具有社交属性。上海徐家汇 U&I studio
架子鼓吉他排练房的教师张衣告诉记者：

“ 疫 情 前 每 周 只 有 一 两 个 人 来 体 验 课 程 ，

现在翻了一番，隔离结束后，大家的兴趣

都很高涨。”

90 后 媒 体 从 业 者 方 卓 然 是 最 近 加 入

这家排练房的学员之一。她是个性格外向

的女孩，今年春天，隔离在家两个多月无

法出门，让她十分郁闷。这段每天宅在家

的时间也让她琢磨起自己的生活，下决心

重拾起学生时代对打击乐的爱好，“我以

前就想学打击乐，但总是缺乏一点动力，

感觉平时工作挺忙碌的，细碎的时间刷刷

手机、摸摸鱼就过去了。但这次隔离生活

让我坚定了信心，把打架子鼓作为我的一

项人生爱好”。

疫情结束后，方卓然报名了架子鼓培

训班，每周五下班后从浦东赶到徐家汇上

课，在家时就用可连接耳机的电鼓练习。

她告诉记者：“我报的 不 是 成 人 速 成 班 ，

而 是 走 正 规 路 线 、 从 基 础 练 起 的 课 程 ，

目 前 正 在 练 习 基 本 功 ， 配 合 流 行 歌 曲 打

一 些 简 单 的 节 奏 型 。 前 段 时 间 我 们 小 区

因 为 疫 情 又 封 闭 管 理 了 两 三 天 ， 当 时 我

就 感 受 到 ， 在 家 打 鼓 真 是 一 件 非 常 解 压

的事情。”

方卓然的两个合租室友也在疫情之后

重拾旧日的音乐爱好，其中一个喜欢弹吉

他的新买了一把称手的电吉他在家练习；

另一个从小学过电钢琴的室友现在开始练

习有编曲功能的 MIDI 键盘。3 个女孩约

定，大家先各自学习，打好音乐基础，一

年之后觉得水平不错了，再开始合奏，给

平淡的生活找点儿意义。

（文中除张衣、方卓然外均为化名）

疫情后，上海年轻人生活方式悄悄改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通讯员 李 娟

“我愿做一名奋斗在信息时代的新

农人，帮助乡亲们直播带货，让家乡的

农特产品走出大山。”“甘肃宝姑娘”是

甘肃省通渭县寺子川乡郑阳村人郭宝的

抖音账号，入驻抖音几个月来，她充满

乡村气息的视频颇受喜爱。

“定西是‘马铃薯之乡’，我们的土

豆在旱沙地种植，淀粉含量很高，加工

出来的土豆粉条非常筋道，所以就选了

家乡的纯土豆粉条。”郭宝说。

1990 年 出 生 的 郭 宝 之 前 一 直 在 外

地打工，一年见不了几次孩子，这让她

有 了 回 家 创 业 的 念 头 。 今 年 回 家 过 年

时，不经意间与弟弟郭效安说起这个想

法，得到了弟弟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以前做销售这方面的工作，也挺

想 创 业 的 ， 加 上 这 几 年 短 视 频 比 较 流

行，我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弟弟对

摄影这方面有经验，所以我们今年返乡

创业，成为新农人。”郭宝说。

郭效安之前在外地从事新媒体相关

的工作，也接触过电商。今年 3 月，姐

弟俩注册了账号，开始拍摄家长里短、乡

野田间。接地气的乡村生活短视频，受到

了广大网友们的喜欢。

“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的

生活条件 能 够 改 善 一 下 ， 也 更 希 望 将 家

乡 的 特 产 多 推 广 一 些 。” 郭 宝 说 ， 两 个

月 的 时 间 ， 她 们 就 收 获 了 3 万 多 粉 丝 ，

“这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和动力”。

视频里的“宝姑娘”，头裹头巾、身

穿大襟服装、 手 提 篮 子 ， 干 活 麻 利 ， 说

话干脆，是活脱脱一个“庄稼把式”。她

经 常 开 着 三 马 子 农 用 车 走 过 乡 间 的 小

路 ， 犁 地 、 撒 肥 料 ， 精 心 管 护 庄 稼 ， 还

会 做 一 手 好 饭 ， 特 别 是 她 摘 桑 叶 、 掐 苜

蓿 、 搓 苞 谷 、 榨 胡 麻 油 、 挑 水 铡 草 ⋯⋯

这 些 充 满 乡 村 气 息 的 画 面 ， 更 是 戳 中 了

粉丝们的乡愁。

“今年我们回家之后，感觉家乡变化

很大，这里的人纯朴又善良，最主要的是

能跟家里的人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件特别

幸福的事。”小时候，郭宝梦想着去外面

的大城市去闯荡，如今，她更享受家乡农

村的生活。

“这几年，我目睹了家乡的巨变，国

家也一直提倡乡村振兴，我们年轻人现在

回乡有很多资源和机会。”郭宝信心满满。

方卓然和家里的乐器。 受访者供图

90后姐弟返乡拍视频卖粉条

郭 宝 和 郭 效 安

在准备拍摄短视频。

受访者供图

8 月 5 日晚，爱乐汇交响乐团首演音乐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