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大鹏

本报通讯员 蒋国婷

夏日清晨，广袤的原野、晨曦、白鹭与淠
水静流在镜头前定格，一则《大河以东 淠河
湾湾》的短视频一发布就收获点赞一片。而这
精彩的短视频背后， 是 4 个小伙子 4 个日夜
的奋战。

户外骄阳似火， 六安市第八届 “金安脆
桃”展评大赛直播带货区氛围一样火热。小伙
子们从田野归来，擦一把汗，又在直播间卖力
推销金安脆桃。 这是他们线上销售农产品的
第 41 场直播，而在上一个脆桃季，他们为金
安区桃农们卖出了 90 万斤鲜桃。

这是一群 “90 后”，20 个年轻人全部是大
学毕业生，其中还有“海归”。 尽管所学专业不
同，来自不同地方，但理想与激情让他们汇聚
在一起。 他们从农村电商开始发力，又致力打
造集旅游、电商、美食、休闲为一体的乡村综合
体。 在乡村，他们正挥洒着青春的力量。

“我们这群‘后浪’在乡村施展才华。我们
在土地上找到了灵感，获得了价值。 ”这个团
队的“头儿”胡亮亮说。

把家乡的特色农产品卖出去

2020 年， 胡亮亮带着 5 人小团队来到了
张店镇， 这里是金安区九十里山水画廊核心
区，有多个 4A 级景区，基础设施完善，文旅资
源丰富。 胡亮亮等人从景区运营入手后，又进
入了农村电商这条赛道。 皖西白鹅、稻虾米、
黄大茶、三十铺板鸭、农家土鸡、鸡蛋等产品
轮番上架，直播间精彩热闹，小伙子们侃侃而
谈，线上订单不断。 两年间，胡亮亮团队已经
在六安举办了 40 多场主题鲜明的线上直播。

金安区东河口镇“六顺黄”茶业作为安徽老
字号以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 过去
对产品黄大茶的销售局限在“平民茶”销售理念
上，成品包装简单、价格低廉，以线下销售为主。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老板陈全福找到了胡亮亮
小团队，试水线上销售。胡亮亮团队从包装到亮
点展示再到线上整体运营，让黄大茶火了一把。

“这么多年，我们第一次有了这么高端大
气的包装设计。 胡亮亮团队给我们公司带来
了新的营销理念， 他们的线上销售着力突出
了非遗文化传播和黄大茶高爽焦香浓厚醇和
的老味道，获得了消费者认可，去年线上销售
额 500 多万元。 ”陈全福赞不绝口地说。

挂面、鸡蛋、鲜桃、莲藕、茶叶等优质特色
农产品上架到电商平台，随着一场场直播活动
的开展，一车车农产品从金安区的乡村销往大
江南北。胡亮亮小团队山水画廊直播基地销售
额也逐年增加，累计销售额 3000 多万元，带动
30 人就业和村社、 企业等 200 多家经营主体
产品销售。 他们的文创设计产品包装近百种，

制作的各类短视频观看量近亿人次。

把乡村美景与乡土味道传播出去

“我们这群‘90 后’大学生大部分都出生
在乡村，乡村美景、美食是我们永远的记忆。
我们就是要把这份乡村的美好呈现出来，勾
起人们的向往与回味， 展示出年轻人眼中的
乡村美景与乡村味道。 ”胡亮亮说。 胡亮亮小
团队一边在网上卖着农产品， 一边通过持续
推送短视频与网友互动。 他们的短视频取材
自乡村，有乡土味，有年轻人的真诚。

1997 年出生的团队成员汪康，承担新媒
体产品内容策划。 “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
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6 月 10 日，他
在淠河岸边制作的短视频《淠河湾》配上了歌
曲《稻香》。汪康认为，无论是农产品、电商、文
旅宣传都需要文化内容支撑， 讲好故事才有
助于销售。 他期望通过新媒体、新技术，将鲜
明的乡村文化和产品一起推广出去。

东河口黄大茶、横塘岗稻鸭米、十里果香
黄桃干、花生酥、东石笋野茶、张店脆桃、施桥
蓝莓等一大批金安本土优质农产品， 通过一
个个原创设计、原创视频传播，让更多人在了
解产品特点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当地地理、乡
情民俗文化的了解。今年新春，团队配合金安
区融媒体中心策划制作了 《金安年·幸福味》
系列短视频，酥饺、冬米圆子、元宝、板鸭等当
地年味美食轮番上线，吸引了大批粉丝。

为宣传淠东农产品， 团队成员将淠河以
东的农业元素、河流元素、电商元素进行加工
融合提炼， 制作精美的短视频在线上推广。
“我们用地方文化讲好金安的故事，通过视频
作品展现金安风貌，所以素材源源不断。 ”团
队成员余海洋说。

不仅卖货，还有意识、有计划地展示乡村
风貌、乡村文化，抒发乡村之爱，这批“90 后”
大学生有着新农人的文化自觉。

把传统乡村概念进行现代化表达

6 月中旬， 记者来到叶集区三元镇的农
村电商基地。 这块不大的乡村小院，几幢不
高的楼房错落有致。 楼房里，既有六安非遗
作品展览 、当地农特土产展示 ，也设有电商
直播间，还辟有美食餐厅、休息客栈。 院落花
窗之外，是一片菜地和水田。 这是胡亮亮团
队的作品。 “想把这里打造成综合体，让当地
农民和外地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乡愁的感
觉。 ”余海洋说。 海外留学返乡的他，更多地
思考着如何把传统乡村概念进行现代化表
达，要将电商、文旅、农产品 、乡村民俗等有
效整合，塑造成大家能看得到 、能感受到的
东西。

小伙伴们觉得，这个综合体应该有“比乡

村更文明，比城市更温暖”的理念，同时又是
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一颗晶莹露珠。眼下，他们
正尝试通过与地方乡村合作的形式进行探
索。他们先后打造了叶集区三元电商基地、淠
东乡电商集聚区、庐江县云里安凹电商中心、
张店镇电商基地。

“农创三元电商基地和乡愁文化园是多
业态聚合，是叶集区首个乡村综合体，通过胡
亮亮团队的策划和运营，集聚电商、文旅、非
遗、农产品展销、餐饮、民宿等业态，活化地方
特色，通过新业态带动乡村增收。 ”叶集区三
元镇党委书记杨志红说。

聚合乡村多个业态， 形成要素间自然流
动与共享， 为乡村产业化和乡村文化的现代
发展提供了可能。

小伙伴们是在金安区山水画廊直播基地
的运营中，逐步认识到这一点的。他们想把九
十里山水画廊的青山绿水与特色农产品展
销、乡村云播空间、餐饮、民宿集合为一体。

吸引更多对乡村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
返乡创业，光靠乡愁和情怀不够。 要鼓励爱乡
村、会策划、懂营销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让年轻
人有更大的施展平台。

荩 暑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 7月 2日，在安
庆市怀宁县三桥镇中联村同心组，三名村干一
边敲锣巡逻，一边向河边村民尤其是孩子们宣
讲防溺水知识。 本报通讯员 檀志扬 刘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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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创业故事·

好司机助迷路老人回家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刘星 俞冰清

近日，当淮北市 17 路公交车驾驶员林支花驾车行驶到“市
监管中心”公交站时，车上来了一位 60 岁左右的乘客。 和其他
乘客一样，他正常刷卡上车，林支花并没有太多留意，说了一声
“老人家，请往里走”就继续行驶。

出站没多远，林支花从后视镜中看到这位老人用手向身边的
乘客一直比划，时不时地向驾驶室内望去。凭经验，林支花推测这
位乘客应该是聋哑人，需要帮助。在路口等红绿灯时，老人径直走
到驾驶室旁，双手不断比划着，嘴里还发出“啊啊啊”的声音，无奈
车上没有人明白他的意图。 林支花示意他先找位子坐好。 老人就
安静地一直坐到终点站。

到站停好车后，林支花来到老人身边。 此时，乘客陆续下车
离去。 老人与林支花做了些简单的手势交流。 虽然不是很确定，
但林支花觉得这位老人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他迷路了。 林支花搀
扶着老人来到调度室，向公交公司汽车三队队长张勇说明情况。
张勇为老人递了杯温水，安抚老人的情绪。

正当大家为怎么帮助这位老人发愁时，老人突然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写有身份证号码的纸条，难题迎刃而解。 张勇立即拨
打了 110 报警电话。 民警很快来到现场，通过对身份证信息的
查询，顺利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并开车将老人送回家。 离开
前，老人对着林支花做了个感谢的手势。

“只要上了我的车，都是我的乘客。我就有责任将他们平安
送到目的地。 ”林支花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 39 岁的林支花工作之余，还是一位公益
达人。自 2000 年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以来，林支花献血总量已
达 9400 毫升，荣获 2018—2019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 2020 年 7 月，林支花捐献造血干细胞，同年 12 月成为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手持双拐走上致富路

■ 本报通讯员 蒋向华

6 月 30 日， 岳西县田头乡田头村脱贫户沈千书刚卖完第
一批蚕茧又将一批蚕苗领回了家。 天气炎热，但沈千书顾不上
歇息，在桑园里一手持着拐杖支撑着上肢，一手采摘片片鲜叶，
回来后用刀子切成丝条，喂给蚕宝。

“第一批蚕茧价格高。 我家养的一批蚕苗卖了 3000 多元，
按目前桑叶的量，预计今年能养两批。 ”沈千书高兴地说。

今年 56 岁的沈千书是田头村一名重度残疾人，26 岁那年
因意外事故导致左腿切除，一直靠手持双拐生产生活，“当时家
里一对儿女还小，需要读书，家庭负担不能指望孩子妈一人承
担，我就尝试着用拐杖代替一条腿做活。 好在政府给予我资金
救助和政策帮扶，帮我渡过了难关。 ”

夫妇俩逐步发展茶园 20 亩、桑叶 5 亩，同时每年还种植薏
仁米 30 亩。一直以来伴随沈千书夫妇兴业的便是一副拐杖、一
辆三轮摩托车、一颗脱贫奔小康的心。“他用拐杖支撑到田间地
头，干起活来不比健全人少。 ”沈千书的妻子说。

沈千书还是一名木匠，每年农闲时，都会打些家具卖到乡
里乡外。“身在农村，就要抓好季节性收入。人只要勤快点，挣钱
也不难。 ”他说。

沈千书家于 2015 年底光荣脱贫。
2020 年 7 月，沈千书的儿子大学毕业，在安庆建筑工地做

设计工作。 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沈千书算了一笔账， 每年茶叶收入 15000 元， 养蚕收入

10000 元， 加上种植薏
仁米、 销售家具等其他
收入， 不仅巩固了脱贫
成果，还走上了致富路。

发挥场馆基地育人作用

■ 本报通讯员 李鹏

萧县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国家文旅部命名的书画艺术之
乡，红色资源、文化资源丰富厚重。 近年来，萧县关工委发挥文
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红色纪念馆、村史馆、校史馆和历史名人
先贤馆等场馆和基地的育人作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蔡洼，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2006 年 6 月被列为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列为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重点景
区之一。该旧址也是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去年 10 月被中国
关工委命名为第四批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萧县关工委充分用好这一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加强
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成为立德树人的鲜亮底色。据
统计，每年来这里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有 10 万余人次。该县师范
附小五（5）班班主任赵晶晶经常利用淮海战役总前委蔡洼展览
馆和萧县烈士陵园等红色资源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爱国主义
教育，并根据党史史料编成课本剧在全校展演。 不久前这个课
本剧被萧县关工委和文明办推荐到宿州市参演，受到好评。

该县博物馆通过办文物展、书画展、剪纸艺术展、收藏展、
红色展等，寓教于物，提升了青少年的审美素养。

萧县关工委还专门下发文件，倡导历史悠久、有红色资源、
名人和典型故事多、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大的村庄、学校建村史
馆和校史馆。石林乡是淮海战役主战场。日前，该乡淮海初中组
织学生再次参观校史馆。 同学们参观了淮海战役支前展室、战
史展室、党史活动室、校史室，心情异常激动。 八（二）班学生安
艺蒙说：我一定努力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目前全县已建红色育人、文化
教育、科技实验等各类展馆、基地
60 多个 ，培养 “五老 ”和青少年讲
解员 200 多人。 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多彩的场馆和基地教育方式，让
当地青少年能随时随地接受教育，
有效地促进了他们成长。

投稿邮箱：wxyrsbw@126.com

·成长天地·

荩 7 月 2 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第二十届
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安徽省赛暨合肥市选

拔赛启动。本届赛事面向中小学生，图为小学生用
电脑设计“节水、爱水、护水”三维作品。

本报通讯员 袁兵 摄

水科技发明比赛启动

荨 7月 2日， 马鞍山市当涂县湖阳镇均庆村
组织本村学生参观村史馆， 让孩子们了解农耕
文化，树立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观念。

本报通讯员 王刚 王玉实 摄

了解农耕文化

巡逻防溺水

“后浪”，下乡创业去！

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挥洒青春
采访胡亮亮这个小团队的创业过

程，两点感受最深。 其一，这些青年有着
一颗热爱乡村的心， 有理想与激情，把
乡村打造成理想中的样子，把乡村之美
宣传出去。 搞农村电商、农村事业，赚钱
当然重要，但赚钱之外，还有诗与远方。
其次，他们拒绝“躺平”，一直在努力，靠
努力积跬步，坚定地向着理想走。 创业

当然不易，但采访中，没听到他们一句
抱怨，深深被他们创业的激情所感染。

乡村振兴是篇大文章，其中人才最
为关键。 从这些青年的创业故事里，我
们看到了乡村振兴这个大舞台给当代

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平台。 青年在乡
村种下的不仅仅是梦想，还能收获金灿
灿的果实。

·记者手记·

在六安这块红土地上，有一群“90 后”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创业。 他们
在土地上找到灵感，并以新颖的视角展示乡村风貌、乡村文化———

6 月 12 日，胡亮亮团队在金安脆桃大赛现场直播带货。 金安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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