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由抖音公益和浙江省
商务厅联合举办的“乡村守护人
助农对接会”在杭州落地。 此次
活动吸引了 120 组来自全国各
地的抖音乡村创作者，他们现场
与浙江省内 128 家具有代表性
的农产品电商、乡村文旅、农资
企业等开展了对接合作，共同助
力浙江特色乡村产业发展。

这些乡村创作者中，有抖音
平台粉丝将近 580 万的新时代
农民，也有从纪录片导演转型为
乡村产业发展带头人的美食博
主， 还有走遍家乡贵州 88 个县
的旅行博主。

细细分析每一个人的故事
我们会发现，他们并不同于其他
的带货主播或电商平台主播：拍
视频、开直播只是他们助农的一
种展现方式； 从更深层次来说，
他们来自乡村、热爱乡村、了解
乡村， 他们以短视频为新农具，
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发现并传播
乡村的美丽，深入参与到乡村振
兴事业之中，影响并带动更多人
投入到美好乡村建设中。

这些乡村创作者还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和身份：“抖音乡村
守护人”。 其背后，是以抖音等短
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在深
度参与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一系
列成功探索和实践。 平台流量的
加持，在将美丽乡村展示在更多
人面前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新的思路。 在此基础上的平
台赋能和由此产生的流量变现，
也正在我国广阔的乡村地区激
发持续的深层裂变。

“湘野红姐”是其中一个较
为典型的案例。“湘野红姐”本名
叫龚红玉，来自湖南山区。 大学
毕业后，她做过电视编导，后辞
职创业，拍过纪录片和网剧。 选
择回到乡村发展，是源于对家乡
的热爱。

刚刚以自媒体创业时，在抖
音集团组织的新媒体训练营帮
助下，她和团队的视频内容逐渐
得到认可，平台粉丝也从最初的
不到两万逐渐增长到几百万、上

千万。 而从最初的尝试拍摄美食
视频、直播卖货，到发展成兴趣
电商，再到后来开始探索农业产
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带动家乡产
业发展……她的经历，深刻诠释
了乡村守护人的意义。

而这一切，都源于两年前的
一场“实验”。 2021 年起，抖音集
团基于平台优势及业务能力，推
出了“抖音乡村计划”，以“农民
增收、产业增效”为核心目标，围
绕“人、货、景”三方面，打造了山
货上头条、山里 DOU 是好风光、
乡村英才计划、乡村守护人等一
系列公益项目， 助力山货销售、
文旅推广及人才发展。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乡
村守护人”便是“抖音乡村计划”
针对乡村人才培养设置的子项
目。 该项目以助力乡村发展的

“人”为基础，通过链接社会各界
资源，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以培
训、创作者扶持的方式发掘本地

乡村创作者，激励其围绕乡村风
貌、美食特产、特色民俗、生产劳
作等内容方向进行长期创作，并
通过电商直播等形式将流量导
向乡村产业，推动乡村发展。

两年来， 已有 1.5 万余名创
作者报名加入“乡村守护人计
划”，30 万名抖音用户参与过“乡
村守护人”话题互动，带动乡村
优质内容传播超 3500 亿次。 当
然， 参与项目并不是最终目的。
在“乡村守护人”项目激励下，更
多人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在实现
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不断将项
目的意义扩大化，创造出了更大
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如，在龚红玉和团队的努力
下，当地特色紫苏美食被打造成
了短视频中的爆品，村里的紫苏
种植和加工产业因此增收；当地
原本不起眼的丑红薯，现在成了
村里种植面积每年都会翻几番
的产业；村里原本即将消失的老

品种花生，现在也成了种植面积
达数千亩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他们还通过举办丰收节的方式，
让粉丝看到了“丰收大地美如
画，劳动人民笑开花”的热闹和
喜悦，同时也让更多农产品实现
了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对乡村来说，培养熟悉乡村、
愿意扎根乡村的人才才是改变的
开始。 40岁的农民杨军昌在抖音
平台拥有 574 万余粉丝， 他的故
事也十分典型。 杨军昌家三代都
是茶农， 他最初开通抖音账号也
是为了卖茶叶。前期，杨军昌通过
发布手工、 绘画等具有农村特色
的短视频吸引了很多粉丝关注，
后来逐渐与当地茶企、 茶农及政
府部门建立起了稳定的合作关
系，并成立了自有品牌，跑通了茶
企带动加工点的产业模式， 为家
乡解决了上千亩茶园荒废的问
题，带动了茶农增收。

从“输血”到实现“自我造
血”，再到向外“赋能”，我们从

“乡村守护人” 身上看到了一个
公益项目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事实上，自 2023 年起，抖音
公益开始尝试联合各地政府部
门发起乡村守护人助农对接会，
首站已于 2 月落地广东，浙江为
第二站。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
助农对接会通过搭建公益平台，
为优质乡村创作者、乡村守护人
和助农企业创造了面对面沟通
的机会，“网红”自带的高流量和
来自乡村的好产品、好产业实现
了无缝衔接，各方资源的整合为
乡村发展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
题，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热爱乡
村的青年人才成为“乡村守护
人”， 为实现乡村振兴贡献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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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守护人：
乡村振兴中不可缺席的重要力量

公益资讯INFOS

支付宝公益平台：
累计联合 2000余家公益机构，服务超 1.1亿捐赠人

近日，支付宝公益 2023 年生
态伙伴大会在杭州召开，来自中
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
高校专家学者，公益机构负责人
等 200 余位代表现场参会，围绕
公益行业趋势、重要议题及数字
公益发展等展开交流探讨。 据披
露，截至 2022 年年底，支付宝公
益平台已累计联合超 2000 家公
益机构，服务超 1.1 亿捐款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
研究中心主任王俊秀教授认为，
要真正打造一个公益社会，需要
情感共同体、信任共同体和道德
共同体。“支付宝建立了一个电
子商务信任机制，基于信任的数
字公益平台，可以助力社会构建
一个大的有温度的共同体。 ”

据支付宝公益平台负责人
徐笛介绍，2022 年， 支付宝公益
平台上的捐赠人呈现诸多新特
点：95 后及 00 后捐赠人群快速
崛起； 每年捐赠 1000 元以上的
捐赠人中，支付宝高级会员是重
要来源；行为公益对捐赠转化有
显著促进作用， 通过蚂蚁森林、
蚂蚁庄园等践行行为公益的用
户，较无行为群体捐款比例高出
1 至 9 个百分点不等。

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服务好
捐赠人成为大会普遍共识。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
贝晓超认为， 做好捐赠人服务，
公益机构首先要从自身做起，更
加开放，组织内部要配备专业的
团队并设立与之匹配的考核标

准；其次，捐赠人培育和服务是
一项长期工作，要有耐心，久久
为功。

蚂蚁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
官、支付宝公益平台共建委员会
发起人彭翼捷表示，公众参与公
益捐赠的过程就是从认知到认
可到认同的过程，每一步都值得
细细运营。 社会需要善意，培育
公益慈善文化、 激发捐赠人，对
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支付宝要
和生态伙伴一起，共建捐赠人最
信任的公益平台。 ”

作为共建委员会的最新行
动，活动期间，支付宝公益平台与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爱德基

金会、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等六
家共建委员会成员机构联合发布
《支付宝公益伙伴减灾救灾行动

倡议书》，倡导共建“重视减灾、联
合备灾、协同救灾、有效重建”的
减灾救灾协同机制。 （苏漪）

”

近年来， 乡村逐渐成
为很多人休闲娱乐

的首选。 在抖音等短视频平
台上， 以乡村为主题的优质
创作内容不仅屡屡成为爆款，
更成为乡村“流量变现”最直
接的方式之一。 互联网及短
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极大丰
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更成为
影响和改变乡村生产生活方
式的新工具。

支付宝公益 2023 年生态伙伴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