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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非遗过大年”成了新热词，

各地纷纷举行活动，让百年非遗美味、手工

艺等文化之美走进千家万户。年味儿刚散，

准备好竹编画、竹编茶具和苗族传统服饰，

带上履职一年来调研形成的建议，90 后全

国人大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昌

芹准备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了。

自从 2018 年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手捧

竹编装扮的水杯走上“代表通道”，带竹编

工艺品参会便成为她的习惯。

时代在改变，科技迅猛发展，居民的生

活习惯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民

间工艺虽然凝聚了老一辈的聪明才智，但

在当下或多或少遭遇了现代化的“水土不

服”。如何留住传统手艺，新一代年轻“守艺

人”正在用他们的新思路让老技艺焕发新

活力。

“创新发展才是最好的传承”

杨昌芹的“看家本领”——赤水竹编工

艺，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 2007 年

开始学习手艺到 2012 年成立赤水市牵手

竹艺发展有限公司，她看着越来越多的竹

编手艺人重拾技艺，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加入这个行业 。

从小热爱手工，又对竹编工艺“一见钟

情”，杨昌芹放弃幼师工作，来到贵州赤水

学习竹编工艺。那时候，还在坚持竹编事业

的老一辈手艺人已经不多了。“他们的竹编

手工艺品虽然精美，但缺乏大众认可”，销

售市场慢慢变小，为了维持生计，老手艺人

们不得不转行去做别的工作。

跟着老手艺人学习半年多，杨昌芹很

快“入了门”。为了把手艺学到极致，随后五

六年时间，她一直在全国各地调研学习。基

于师傅想让她传承手艺的初心，她带着新

思路回到赤水。在她看来，非遗手艺是传统

的，也应是现代的，“把传统手艺和新时代

的生活审美衔接在一起，做出更多适合新

时代生活场景的实用型产品，才会有更大

的市场，才能发展传承得更好。”

她在赤水举办培训班，让留守妇女能

够用竹编手艺谋生。为了发挥公司年轻手

艺人各自的特长，杨昌芹把传统竹编工艺

进 行 了 步 骤 分 解 ，形 成 了“ 手 工 中 的 流 水

线”，“有人准备材料，有人进行编织，有人

进行染色，等等”。在她的带领下，公司不仅

创新研发出竹编水杯、茶具、瓷器和钱包、

首饰等产品，还和一些设计师联合进行开

发，创建了自有品牌。目前，公司拥有 25 个

商标，已申报发明专利 25 项，2020 年公司

产值达 1200 多万元，产品远销国外。如今，

公司的产品受到市场认可，找他们进行私

人定制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

“用非遗文化引领市场，用市场养活文

化”。杨昌芹喜欢随身携带和使用自己的产

品 ，“ 每 一 类 的 第 一 款 产 品 一 定 要 自 己 使

用，我就是产品。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

产品，又怎能让别人相信？”在她看来，改良

后的竹编产品，不仅要适合现代审美，还要

保证质量，才能获得市场青睐。行业蒸蒸日

上 ，才 能 吸 引 年 轻 的 传 承 人 。她 清 楚 地 记

得，学习手艺多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

2018 年以前，真正从事传统竹编手工行业

的 90 后极少。”但现在，在她的公司里，学

习手艺的年轻人很多。

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一些老手

艺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竹编工艺可以

和现代用品相结合，但拥有上千年历史的

擀毡工艺却没有那么幸运了。随着毡在人

们生活中的悄然退出，老一辈的擀毡匠慢

慢老去，擀毡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面

临着消失的危险。

和杨昌芹一样，早在 10 年前，还在大

学 读 书 的 倪 玲 玲 被 擀 毡 工 艺 吸 引 。 她 坦

言，国内关于擀毡工艺的资料很少，“自

学时只能从网上购买原材料，在宿舍自己

琢磨，不断尝试”。2015 年她到云南大理

调 研 时 发 现 ， 以 前 整 个 村 落 都 以 擀 毡 为

生，当时仍在坚持做这个行当的却只有四

五家了。后来她又陆续去过几次，擀毡老

手艺人越来越少，最后剩下的两个老师傅

都已经五六十岁。“传统擀毡工具很大也

很重，梳理羊毛的弹弓都有 10 斤重，老

手艺人已经做不动了”，和这些擀毡老手

艺人交流，倪玲玲感受到他们的“难过、

遗憾与无奈”。

那一次大理之行，她找到了大理白族

非遗传承人杨雄标，开始系统学习传统制

毡工艺。“师傅很想把手艺传承下去”，通

过师傅，她也参与了一些地区的扶贫帮困

公益教学，教授当地人制毡工艺，制作现

代手工艺品。不过，倪玲玲坦言，师傅这

一辈手艺人的弹弓、竹席等传统工具笨重

且不好操作，“从体力上就无法用最传统

的方式完成制作，师傅帮我做的小弹弓也

有 1.5 米左右。古老的工具很难在现代社

会 使 用 ， 现 代 化 的 生 产 工 具 也 无 法 完 美

复刻传统之美”。为此，倪玲玲进行了大

量 资 料 整 理 ， 记 录 这 些 被 现 代 “ 淘 汰 ”

的工具史。

这 几 年 ， 虽 然 没 有 将 擀 毡 作 为 主

业 ， 倪 玲 玲 在 闲 暇 时 候 喜 欢 自 己 制 作 一

些帽子、围巾、首饰等实用产品，放在寄

卖店里进行售卖。“现代人们生活中很少

用 到 毛 毡 类 日 用 品 ， 毛 毡 仍 属 于 小 众 市

场。如果真的要从事这方面生产设计，还

是要认真考虑，培养团队，进行产品设计

生产”。

短视频“东风” 让年轻人
爱上手工艺

这两年，随着短视频的爆火，许多传统手

工艺正在通过新途径“破圈”。老木匠制作“鲁

班文具盒”、雕刻“核舟记”、制作紫砂壶⋯⋯有

网友留言直呼，“这才是中国的匠人”。

福 建 莆 田 72 岁 木 雕 匠 人 卢 正 义 是 B
站的一名“网红匠人”。在遇到“忘年交”95
后男生史政伟之前，他已经将木雕技艺搁置

很久了，每天的生活就是弹弹小曲、打打牌。

几乎没有人记得，40年前他曾是当地最火的

木雕匠人。在和卢正义的交流中，史政伟感

受到技艺传承面临的“断层”问题，“现在很少

有年轻人会去买木雕产品，也少有年轻人愿

意学习这项技艺了。卢爷爷说，以前媒人很

愿意给木雕匠人做媒，现在则反了，一听是

做木雕的，就很少有人愿意介绍了”。

去年 5 月，热爱木雕且愿意“尝鲜”的

卢正义和史政伟，开始用账号“卢正义的雕

刻时光”记录传统木雕与二次元动漫手办

的融合过程。卢正义希望，通过视频让更多

年轻人重新认识并热爱传统木雕技艺。在

雕刻二次元动漫人物时，他也找到了“重返

27 岁”的感觉。

“我叫卢正义，一个年轻的手艺人，你

的每一次点赞和关注，都是对中华传统手

艺的传播和认可。”在 B 站坐拥近 160 万粉

丝，现实生活中的“老卢”被年轻网友称作

“小卢”，让史政伟感到惊喜的是，在粉丝发

来的私信中，很多人表示想来学习木雕技

艺，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受视频启发，报考

了雕塑相关专业。“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形式传播传统技艺，让传统技艺更加贴近

年轻人生活，这是我们想做的”。

这几年，北京卫视 《传承者》、湖南

卫视 《巧手神探》、吉林卫视 《高手在民

间》 等手作综艺秀，让传统手工艺再次走

进年轻人的心中。去年 10 月，抖音面向

全国手艺人、手艺商家推出“看见手艺”

计划，助力传统手工艺被更多人看见，为

手艺人创造更多收入。虽然一些传统手工

艺不再是生产生活的工具，但仍是需要记

录的历史瑰宝。

记 录 与 复 刻 传 统 手 工 艺 ，90 后 也 成

了新一代的“守艺人”。明朝凤冠、敦煌

壁画供养人头饰、苗族头饰⋯⋯“手工博

主”成都女生雁鸿凭借一双巧手，用易拉

罐、撑衣杆、铁丝等常见物品，还原了古

代各类头饰发冠，分享的展示视频最高点

击达 200 多万次。为了让作品还原度更高，

去年年初，她找到非遗技艺“花丝镶嵌”的

大师傅进行学习。“花丝镶嵌是国粹中的国

粹，视频之所以能受到广泛关注，也是因为

背 后 承 载 的 传 统

文 化 ”，去 年 ，雁 鸿

的 工 作 室 注 册 成

立 ，除 进 行 一 些 商

业 广 告 合 作 外 ，她

想 把 更 多 的 国 风

国 潮 传 统 手 工 作

品展现给年轻人。

创新才能更好地传承

年轻“守艺人”唤醒老手艺

通讯员 王新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晨

走进张思慧的草莓基地，淡淡的草

莓香气扑面而来，茂密的枝蔓缀满鲜红

的草莓，让人垂涎欲滴。

张思慧 3 年前回到家乡辽宁省抚顺

市千金乡前邓尔村创立了艾牧生态专业

合作社，建造无公害园子菜基地、纯天

然果园以及笨鸡养殖场等，通过“合作

社+村民入股”的形式开展果蔬种植、

笨鸡养殖。

3 年来，产品邓尔村草莓、仿野生

种 植 花 菇 、 无 污 染 生 态 鸡 蛋 等 多 种 产

品，带动 20 户村民增收，解决村内 35
名剩余劳动力就业。去年，张思慧的合

作 社 产 出 草 莓 12 万 斤 ， 园 子 菜 5 万 余

斤，玉米两万穗，笨鸡 1 万只。

张 思 慧 介 绍 ， 自 己 通 过 “ 网 络 平

台+实体店”的销售模式打造产销一体

化体系，通过两个微信群，快手、抖音

两大直播平台，抚顺电商平台“拾味这

里”等，打造抚顺市集生产、销售配送

于一体的农业产销供模式。“实体店+
电商推广”零售+配送到家的方式吸引

了很多顾客，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田园

名片”。

作为村里发展草莓种植的先行者和

农家园子菜的推广者，她不仅实现了自

己的创业梦，还带动了当地村民走上了

致富路。

2018 年 ， 张 思 慧 辞 去 市 里 的 工

作，回到家乡前邓尔村，迈出返乡创业

的第一步。

作为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她希望

深耕家乡资源，让更多人能够吃上家乡

的农产品。

其实，草莓种植并不是前邓尔村的

传统产业，此前村里主要依靠种植玉米

等农作物为生，收益低且看不到发展前

景。于是，抱着想为家乡建设出一分力

的心态，张思慧开启了创业之路。

为了保障草莓的品质，合作社聘请

了草莓种植技术员进行技术指导，对种

植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3 年来，

张思慧种植草莓的温室大棚由 10 栋扩

大 到 了 22 栋 。 草 莓 上 市 的 时 节 ， 采

摘、装盒、搬运、发货，草莓基地随处

可见张思慧忙碌的身影。

“去年大棚草莓上市的季节，我曾

担 心 疫 情 会 影 响 销 售 ， 多 亏 了 电 商 平

台，帮我及时拓展了销售渠道。”张思

慧介绍，通过电商平台，张思慧不仅宣

传了产品，更向消费者真实还原所出售

农产品的生长环境，渐渐赢得了消费者

的信任。

严把质量关，提高产品品质，把健

康的产品送给千家万户，为农业创新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是张思慧坚持的

创业理念。

为了在当地打响前邓尔村笨鸡蛋、

园子菜的品牌，张思慧还在抚顺市华安

小区附近开设了一家农产品超市，出售

笨鸡蛋和各种园子菜。

“装菜用的土篮子都是我们村的老

农民亲手编的，我这菜就摆在门口，认

识农村菜的直接就买了，不懂行的城里

人吃两回也会知道农家菜的好。”张思

慧表示。

由 于 产 品 品 质 好 ， 消 费 者 的 回 购

率 慢 慢 得 到 了 提 升 。 消 费 者 不 仅 可 以

线 上 下 单 、 线 上 预 约 到 草 莓 种 植 基 地

亲 手 采 摘 ， 本 市 消 费 者 购 买 还 可 以 免

费配送到家。

此外，利用前邓尔村四面环山的自

然优势，张思慧还统一笨鸡品种和养殖

程序，鼓励贫困户利用房前屋后的山坡

进行笨鸡放养，并帮助他们统一销售无

污染生态鸡蛋。有效解决了村里的老弱

病残无法外出务工挣钱的难题，使贫困

户在家就有活儿干，收入稳定。

如今，供不应求的“艾牧”牌笨鸡

蛋，坚定了村民增收致富的信心。越来

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张思慧的草莓种植基

地 ， 在 她 的 带 领 下 ， 35 人 解 决 了 就

业，人均年收入增加两万元。

“ 创 业 3 年 ，我 曾 遇 到 了 村 民 不 信

任、产品滞销等各种难题，但在政府的帮

助 与 支 持 下 ，这 些

问题都逐一解决。”

张 思 慧 表 示 ，未 来

要 打 造 以 生 态 观

光、特色采摘、民俗

体验为特色的休闲

度 假 综 合 体 ，带 动

更多的村民走上致

富之路。

女
大学生返乡

打造

﹃
田园

名片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实习生 陈应华

要 见 到 陈 晓 龙 和 他 的 伙 伴 们 不 太 容

易。“饱饱盒子”这支十几人的小团队平

时 散 布 在 贵 州 各 个 山 村 里 ， 一 泡 一 个 星

期，两三天换一个村子。

从工作内容来看，这支摄影团队无论

如何也不够酷炫——他们拍摄的对象，是

贵 州 深 山 里 的 农 户 和 “ 土 物 ”。 渔 夫 捕

鱼，他们跟着跳进水里；养蜂人割蜜，他

们也罩上防蜂衣紧跟其后。

也 因 为 足 够 “ 土 味 ”， 这 支 团 队 的

“山里拍”系列影片逐渐火了。陈晓龙希

望用这些视频帮贵州山里的特色农产品卖

到山外。介绍陈晓龙的人，说他有情怀、

愿意花时间做这份公益事业，乃至用其他

赚钱的项目来养这个不赚钱的项目。可是

陈晓龙总是坚决否认，“‘情怀’‘公益’

这些词太重了，我承受不起”。

被乡民打动

陈 晓 龙 在 贵 州 电 视 台 工 作 过 近 20
年，过去经常下乡，但他总是警惕地跟那

些被采访的乡民保持距离。他认为，如果

自己不是省台记者，眼前这些人很可能理

都不会理他。

但 几 年 前 的 一 次 经 历 改 变 了 他 的 想

法。

七 八 年 前 的 春 节 ， 陈 晓 龙 和 朋 友 两

家 人 自 驾 去 贵 州 的 一 个 侗 寨 游 玩 。 半 路

上一条 30 多米宽的河挡住了去路。河边

泊 着 一 只 小 船 ， 当 地 人 要 过 河 都 是 自 己

摇 船 来 回 ， 可 是 他 们 两 家 人 中 没 有 一 个

人会划船。

这时一个侗族老汉路过，陈晓龙客客

气气地请老人帮忙划船送两家人过河。到

了对岸，陈晓龙给老人敬了支烟，想给老

汉一些钱作为酬谢，但老人坚决不收。

游玩归来依然要过这条河，两家人只

能 再 次 等 待 过 路 人 帮 忙 。 正 巧 一 个 留 着

“杀马特”鸡冠头型、头发染成金黄色的

小伙子路过，尽管反感“杀马特”，但陈

晓龙还是硬着头皮请他帮忙划船。

陈晓龙盘算：划两个来回把两家人送

到对岸，给 50 元应该足够了。他悄悄找

出一张 50 元纸钞拿在手里，等两家人都

下了船，陈晓龙把钱递了过去。

没想到小伙子立马就“炸”了，仿佛

受到极大的侮辱：“在我们这里，从来没

有 收 钱 的 规 矩 ！” 陈 晓 龙 连 连 尴 尬 地 道

歉 ， 他 开 始 反 思 自 己 是 不 是 哪 儿 错 了 ，

“那一刻才意识到乡民的淳朴”。

辞去电视台的工作后，陈晓龙在北京

漂了七八年，他所在的传媒公司服务于国

内 外 多 个 一 线 品 牌 。2017 年 年 初 ， 公 司

例行举办颁奖典礼。陈晓龙作为典礼的总

导 演 ， 站 在 观 众 席 的 最 后 面 俯 瞰 整 个 舞

台。看着舞台上盛装的人们上上下下，那

一刻，他仿佛从喧闹的颁奖典礼现场抽离

出来，只觉得眼前这些有点陌生。他突然

想 起 贵 州 家 乡 的 农 民 ， 他 们 每 日 勤 勤 恳

恳，又得到过多少关注呢？“当时只觉得

特别不公平”。

无甲方拍摄

颁奖典礼结束几个月后，陈晓龙辞掉

北 京 的 工 作 回 到 贵 阳 ， 开 始 筹 备 创 业 项

目 ， 他 给 这 个 新 项 目 取 了 个 卖 萌 的 名 字

“饱饱”——饱眼福、饱口福。

他 陆 续 找 了 十 来 位 电 视 台 的 哥 们

儿 ， 跟 他 们 聊 起 创 业 想 法 。 陈 晓 龙 自 以

为 ， 他 给 大 家 画 的 大 饼 中 最 诱 人 的 一 点

是 “ 无 甲 方 拍 摄 ” —— 当 然 ， 这 同时意

味着饥饱不定。

荣旭磊是被“忽悠”来的十来个人之

一。他当过陈晓龙的实习生，后来跟陈晓

龙在同一个电视栏目工作，一直很佩服这

个大哥的工作能力。荣旭磊在电视台工作

了八九年，非常熟悉这一行的工作流程，

但也迎来了职业倦怠期。近年传统媒体式

微，电视台也不例外，荣旭磊想趁年轻在

汹涌的商海中博一把。

陈晓龙找来的这十来个哥们儿，有的

是摄像大拿，有的号称贵州第一娱记，他

们告别了体制内身份，迈出了格外艰难的

第一步。

创业之初，为了攒钱拍摄，他们到处

接活儿，公司年会、政府会议拍摄，什么

赚钱拍什么，“赚点儿钱买一个镜头，再

赚了点儿钱买个脚架”，就跟燕子筑巢似

的，一点儿一点儿往窝里衔泥和稻草。

终于有一天，他们选定了拍摄主题：

贵州古村落。在此之前，住房城乡建设部

公布了几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贵州占比

最高。这些藏在深山人未知的古村落，就

是他们的宝藏。拍摄前他们按图索骥，挨

个打电话联系。

一 开 始 他 们 自 我 介 绍 ， 打 算 过 来 拍

摄 ， 不 需 要 对 方 管 食 宿 、 不 需 要 对 方 付

钱，只需要配合拍摄就行，拍完成片后还

能 免 费 送 一 份 。 可 对 方 听 到 这 一 连 串 的

“免费”就挂了电话。陈晓龙他们还没明

白哪句话说错了，再拨回去客气地表达诉

求，对方不耐烦了：“现在的骗子，骗术

不 能 再 高 明 一 点 吗 ？” 咔 ！ 电 话 又 断 了 。

他们自己一想，可不是，什么也不要，免

费 干 这 个 、 免 费 干 那 个 ， 不 是 骗 子 是 什

么？

后来他们总算学精了，改口自称是广

告公司，要来村里拍广告，请多加配合。

终于有人点头了。

公司的资金有限，每一次外出拍摄都

要 规 划 好 时 间 和 路 线 ， 确 保 在 最 短 的 时

间、花最少的钱拍好片子。

闷头干了一个月，2018 年 4 月，“山

里拍”第一期视频上线。镜头里，贵州省

贞丰县的灰粽看起来无比美味。“我们都

是做美食节目出身的，太知道怎么把东西

拍得好吃了。”荣旭磊不无得意地说。

第一期，“饱饱盒子”公众号后台就

涌入大量评论，大家都在问：这粽子这么

好吃，在哪儿买？他们老老实实回复说：

对不起，我们不卖东西。

几期视频上线之后，激起的“民愤”

更加汹涌：“只拍美食视频不卖东西？你

们这是‘管杀不管埋’啊！”人们熟悉其

他专做视频、顺便带货的微信公众号，以

为“饱饱盒子”也是同样套路，没想到扑

了个空。

当 时 团 队 刚 起 步 ， 陈 晓 龙 希 望 先 把

“山里拍”品牌做起来，再考虑其他。

2018 年 年 底 ， 荣 旭 磊 和 几 个 同 事 去

六盘水拍摄海噶小学的乐队——那时这支

乐队还不曾和痛仰乐队、新裤子乐队同台

演 出 ， 知 名度也不太高。在荣旭磊听来，

主唱的女生声音稚嫩、音律也不齐。但当

孩子们弹着贝斯、敲响架子鼓，女生清脆

的歌声一响起来，荣旭磊感觉像被一股力

量击中了，没忍住眼泪。他回头看了看同

事，他们也在偷偷抹眼泪，“当时感觉做这

件事真有意义”。

断臂求生

创 建 IP 的 努 力 初 见 成 效 。 荣 旭 磊 记

得 ，2018 年 是 “ 饱 饱 盒 子 ” 迅 猛 发 展 的

一年，当年 4 月发布第一条视频后就收获

了不少粉丝，后来还有人找上门来要给他

们投资。当年年底，“饱饱盒子”终于上

线了“饱库”，开始卖贵州土特产。

荣旭磊如今反思，那一年发展得太顺

利了，“最后还是证实了那句老话，‘路要

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

荣旭磊负责“饱库”的工作，他发现

那些活儿又琐碎又耗时间：他得设计产品

包装盒、找厂家印刷、对比不同厂家的印

刷质量和价格、研究产品定价⋯⋯

“饱饱盒子”的电商、市集、线下实

体店陆续启动，一时风光无限。当时团队

的几十号人基本都是视频的内行、卖货的

外行。业务变得多元之后，团队内部也开

始出现质疑的声音：“‘饱饱盒子’到底

要做什么？我们到底要朝什么方向走？”

2020 年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终 于 打 断 了

他们四面出击的尝试。陈晓龙记得，当时

公司连续 4 个月发不出工资，大家都在硬

扛。有十来个人决定退出，当初一起创办

“饱饱盒子”的元老走了一多半。陈晓龙

找朋友借来几十万元，勉强凑齐了工资和

遣散费。

2020 年开年那 4 个月是这支年轻团队

最 黑 暗 的 日 子 。 实 体 店 关 了 、 市 集 取 消

了、负责“饱库”的员工几乎一个不剩。

荣旭磊有三四个月没拿到钱，全靠妻子的

工资支撑生活。他咬牙坚持下来。

陈晓龙清楚，在这个艰难时刻，必须

把资源集中在最有价值的项目上，也就是

“山里拍”。

4月过后，又有客户来请他们拍摄。令

他 们 高 兴 的 是 ， 默 默 拍 了 这 么 久 “ 山 里

拍”，其实也在筛选客户、培养客户审美，

很多找上门合作的客户表示尊重他们的拍

摄风格。

老同事离开后，又有一些新人加入。

吴 亭 毕 业 后 在 报 社 做 过 几 年 行 政 工

作，琐碎乏味的工作令她厌烦。三四年前，

她花两万元学费和一年时间去杭州学习视

频制作技术，去年 4 月加入“饱饱盒子”。如

今最让她气恼的不再是以前那些无聊的工

作，而是创作者特有的遗憾：“这个镜头怎

么没抓住？那个镜头怎么没拍好？这里的细

节要是再处理一下就好了⋯⋯”

去年 5 月，遵义姑娘崔瑞显加入“饱

饱盒子”。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

县的一次拍摄经历令她难忘，他们去的贫

困村距离县城约 20 公里，“全是山路，当

地人说从这里赶一头猪去县里卖，到县里

时猪都累得半死”。崔瑞显和同事们走访

过一户贫困户，“主人家为了见我们穿了

最好的衣服，但即使是最好的衣服，肩上

都有洞”。

当地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正是石斛生长

的最佳环境，这味名贵中药因此被开发为

当地的扶贫产业。崔瑞显说：“我们能做

的就是将他们生活的真实状态拍下来，让

外界关注他们，从而凝聚更多社会的力量

给予他们帮助。”

这群年轻人喜欢往山里跑，还想把多

彩的贵州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

“饱饱盒子”最近刚发布了“山南正

味”品牌，打算重启带货计划，陈晓龙腾

出家里一套房子作为仓库。采访的这天早

上 ， 陈 晓 龙 刚 在 公 司 微 信 群 里 发 了 一 通

火 ： 有 个 员 工 发 错 了 货 。 事 情 说 大 也 不

大，但显然会影响用户体验。

还有更多琐碎、但又不得不关注的问

题考验着他们。那些产自贵州深处的“土

物”，虽然足够原生态，但“标准化”是

一大瓶颈。运输是另一个难题：贵州的村

寨几乎都山高路远，土特产要出山，得从

村里运到镇上、县里，再转运到贵阳、寄

到买家手里。走

这么远的路，口

味、质量会不会

受影响？

“ 让 贵 州 和

世 界 生 动 连

接 ”， 在 实 现

“ 饱 饱 盒 子 ” 这

个 野 心 的 路 上 ，

他们还在探索。

为了家乡深处的“土物”，陈晓龙和他的“饱饱盒子”团队喜欢往山里跑——

我 在 山 里 拍“ 广 告 ”

扫一扫 看视频

2020 年 8 月，饱饱盒子团队在苗族锦鸡舞之乡、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羊先村拍摄时，正好遇到举办

毕业典礼的幼儿园小朋友。 受访者供图

2 月 28 日，在贵州省赤水

市石沓沓非遗馆，卢华英进行

竹雕创作。

今 年 50 岁 的 卢 华 英 出 生

在浙江省东阳市的一个雕刻世

家 ， 从 小 开 始 学 习 雕 刻 技 艺。

20 世纪 90 年代，卢华英来到

贵州省赤水市，与竹雕结下不

解情缘，她将东阳木雕技法融

入 赤 水 竹 雕 ， 雕 刻 出 带 有 山

水、虫鱼、花草、人物、禽兽

等图案的各种工艺品，深受消

费者青睐。

2019 年 6 月，赤水“竹雕

工艺”被列入贵州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将技艺更

好地传承下去，卢华英免费培

训学员，使赤水竹雕成为带动

当 地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产 业 。

张 鹏/摄(新华社发)

扫一扫 看视频

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