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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特产品质优良，但

由于缺乏有效的销售渠道，一直

难以获得市场的认可。”于是，张

欣开始尝试通过快手平台记录

自己的生活。她拍摄了田间地头

的劳作、家乡的风土人情以及特

色农产品的制作过程。很快，张

欣的视频在快手上走红，成为一

个小有名气的乡村主播。

随着粉丝的增多，张欣开始

尝试通过快手平台销售家乡的

农特产品。她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家乡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带

动村民们增收致富。张欣的故事

激励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乡村主

播的行列中，朱家坪村也因此成

为一个网红村。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张欣也

成为多个公益项目的代言人和

发起人。她身兼多个社会职务，

如山东省临沂市人大代表、临沂

市“青年人才直播助农公益大

使”、临沂市“我是临沂推荐官”

和山东省乡村好青年等。2023
年，张欣受聘成为“快手公益乡

村振兴特聘讲师”，快手还在当

地捐赠建设了张小四工作室·快

手公益乡村振兴直播基地，打造

乡村振兴“区域样本”，为乡村人

才队伍建设和乡村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土壤。

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科技的

力量和数字公益的兴起。以快手

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通过技术

普惠的方式，让数字红利惠及万

家。而这种以“短视频+直播”的
方式推动普惠公益的模式，正成

为一种全新的公益生态。

张欣的故事仅仅是快手公

益生态的一个缩影。1月 17日，
首届快手公益生态大会在北京

举行。这场以“共建‘短视频+直
播’时代的数字公益生态”为主

题的大会，希望探索数字公益生

态的更大可能。

科技连接善意
创造长期价值

快手科技副总裁、北京快手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宋婷婷表示，

快手公益的核心使命是以“科技

连接善意，创造长期价值”，致力

于构建一个人人参与、互帮互助

的温暖社区。这一理念的核心源

于产品普惠的初心，希望每个普

通人被看到，并帮助他们发现所

需，发挥所长。

海量用户是快手的最大优

势之一。据宋婷婷介绍，2023年
第三季度快手月活跃用户为

6.85亿，日活用户为 3.87亿，用
户每天平台消费时长两个小时

以上。这种大规模的用户基础和

消费时长，为公益事业提供了巨

大的发展空间。

“基于这种供需匹配能力和

商业基础设施，快手电商可以帮

助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助力乡

村振兴。2022年，有 8.7亿个农产
品订单经由快手发往全国各

地。”宋婷婷表示，这些年，快手

与超过 24个省 1170个县达成了
合作，扶持了超过 100多位幸福
乡村带头人，带动了 16个地方
的特色产业，整个产业发展覆盖

超过近千万人。

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

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正成为一

种全新的公益生态。这种方式不

仅能够带动用户更大范围、更可

持续地参与公益，而且能够拓展

公益半径，让更多的人受益。宋

婷婷表示，“在短视频+直播生态
支撑下，快手从助力个人到扶持

产业，不断扩大平台生态承载力

的同时，也让‘数字公益’发挥出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短视频+直播”
推动普惠公益

在数字时代的大潮中，短视

频和直播已成为连接城乡、打破

信息壁垒、助力公益事业的重要

工具。作为短视频社交平台，快

手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探

索和实践，将公益与平台的内容

生态、用户生态、商业生态深度

结合，为重点群体、特殊人群和

用户提供帮助。

据宋婷婷介绍，2018年快手
日均活跃用户突破 1亿，开始大
力开展电商业务。在这个关键节

点，快手响应国家脱贫攻坚的号

召，成立企业扶贫办公室。“这一

阶段是快手的公益初探期，一系

列扶贫助农行动如‘幸福乡村带

头人’‘乡村振兴官’‘扶苗计划’

‘点亮百县计划’等相继开展。用

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连接乡村

与城市，让农产品走出大山，走

进千家万户。”

在公益实践过程中，技术普

惠成为快手公益的核心特色，通

过“短视频+直播”的模式，助力
农民过上幸福日子。其中，“幸福

乡村带头人计划”是快手公益的

代表性项目之一，该项目已累计

扶持超过 100 位幸福乡村带头
人，培育乡村企业与合作社 57
家，带动 16个地方特色产业发
展，影响覆盖近千万人。

“这种技术普惠的力量不仅

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还延伸

到就业帮扶、银龄关爱、传统文

化传承、残障关爱、儿童青少年

保护等多个社会议题。”宋婷婷

表示，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快

手连接着海量的用户、行业、商

家，与人们的生活、社会的发展

息息相关。凭借在流量和交易方

面的优势，快手可以帮助更多人

跨越数字鸿沟。

如，2023年 4月发起的“快
手公益幸福大讲堂”项目以提升

全民的数字素养为目标，在山

东、贵州、福建、辽宁、重庆五个

省份，快手捐赠建设了“共享直

播间”，打造集“培训、直播、仓

储、办公、物流”为一体的直播基

地，为乡村主播、女性、银龄群

体、退役军人、青年创业者等群

体提供新媒体职业素养培训，帮

助他们掌握短视频+直播技能，
进而改善生活。该项目涌现出了

“张小四”“林烧”“贵州三姐”“纳

雍何娟”等一批典型代表，他们

通过掌握数字技能实现了自我

价值，带动更多人助力乡村振兴

与普惠公益。目前，该项目已经

遍布全国 25个县市，线上线下
覆盖超过 20万人次。

作为“快手公益幸福大讲

堂”的延伸，快手在知识传播和

数字素养提升方面也在积极探

索。据了解，2023年快手平台上
知识类直播达 3600万场；观看
三农内容直播的人次超过 1165
亿；快聘业务协助 3亿人次在快
手上找工作。

除了在乡村振兴、就业创

业、非遗与知识传播、数字素养

提升方面的努力，快手还在特殊

群体的关爱方面做出了积极贡

献。例如，快手在河南援建了残

障融合创业园；在河北行唐县支

持残障人士双创园建设，帮助他

们通过自己的手艺获得收入，过

上有尊严的生活。此外，快手还

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

开展了 35场退役军人线上招聘
活动，为退役军人群体提供就业

机会。

启动公益+计划
共建数字公益生态

在首届快手公益生态大会

上，快手宣布启动公益+计划，共
建“短视频+直播”时代的公益新
生态，从“公益+数字技术”“公
益+行业发展”“公益+社会关爱”
“公益+灾害响应”四大板块持续
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

快手公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宋婷婷表示，快手多年来不

断探索将公益实践与平台生态

结合，包括内容生态、电商生态、

行业生态等，已经初步形成了具

有特色的公益生态和项目实践。

“这次启动公益+计划，是希望不
断深化和扩展快手的公益生态，

引入更多合作伙伴，探索数字公

益的更大可能。”

成立 12年来，快手从一个有
趣、有用的内容社区，逐渐成长为

一个有价值有爱的平台生态，让

善意和爱，通过手机屏幕被更好

地看见，从而被传递和放大。

在快手科技高级副总裁马宏

彬看来，数字时代的公益事业应

该是可以持续发挥产品能力、科

技能力、内容和资源优势，创造社

会价值，不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

的捐赠和受赠的过程，而是大家

一起创造内容并连接起来，一起

为整个社会贡献力量。“快手希望

充分发挥用户规模、技术、产品以

及商业能力，构建短视频+直播时
代的数字公益生态，从而推动公

益事业不断发展。”

据介绍，未来，快手公益将

在乡村振兴、就业帮扶、银龄关

爱、传统文化传承等多个社会议

题上发力，建立多层次、可持续

发展的公益生态体系，这不仅呼

应了国家和社会对平台企业的

需求，也与快手内容生态、商业

生态紧密融合。同时，快手将继

续以普惠为根，构建短视频+直
播时代的数字公益生态，和更广

泛的社会资源一起，用科技连接

善意，创造长期价值。

快手公益：以“短视频+直播”推动普惠公益，
共建数字公益生态
在沂蒙山区深处，有

一个名叫朱家坪的

村落。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

朴，村民们以种植蜜桃、板

栗、地瓜等农作物为生。然

而，由于地处偏远，这里的特

产难以走出大山，村民们的

收入一直不高。

这一切在 2018年发生

了改变。那一年，在外地打工

多年的张欣为了照顾患病的

父母回到了故乡，并决定用

自己的方式改变家乡。

张欣（快手 ID：张小四）工作室

1 月 17 日，首届快手公益生态大会在北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