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生活短视频，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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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11年为无名逝者“安家”
是什么让这群学生如此坚持？
王学进

宁波社区食堂“进阶”破局
具有样本意义
贺成

漫画漫画 严勇杰严勇杰

别让年龄成为
银发旅游的“拦路虎”

3月 30日中午，一场别开生面
的“碰头会”在奉化区大堰镇柏坑村
举行。其间，“95后”青创客应姗蓉
及其电商直播、短视频创作团队骨干
成员齐聚一堂，在乡野间开启了一场

“头脑风暴”。会议间隙，应姗蓉向记
者展示他们拍摄、制作的短视频，“参
演的有我的家人，还有溪口东山、大
堰柏坑等村村民，展现的是宁波乡村
生活”。 3月31日《宁波日报》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短视频以其
独特的传播优势，正逐渐成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一股强大力量。“95 后”青
创客应姗蓉及其团队在奉化乡村拍
摄的“娜娜的乡村生活”短视频获得
的良好反响，便是这一趋势的有力见
证。乡村生活短视频，让乡村振兴的
画卷更加精彩。

乡村生活短视频为乡村发展带
来了全新的宣传视角。以往，乡村的
美丽风光、独特风情，因信息传播渠
道的局限，鲜为外界所知。而短视频
则打破了这种壁垒，它以生动、直观
的画面，真实记录乡村生活的点点滴
滴。从田间劳作的农民，到充满欢声
笑语的家庭聚会；从古朴典雅的传统
建筑，到四季如画的田园风光，这些
元素在短视频中一一呈现，让观众仿
佛置身其中，深切感受到乡村生活的

魅力。比如“娜娜的乡村生活”，参演
人员涵盖了当地村民，他们真实质朴
的表现，让观众看到了原汁原味的宁
波乡村生活，极大地提升了乡村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乡村生活短视频为乡村经济发
展开辟了新的路径。随着短视频的
传播，乡村特色产品和项目得以吸
引更多关注。许多消费者通过短视
频了解到乡村的优质农产品、手工
艺品等，进而愿意购买，为乡村经济
注入了新的活力。短视频的传播也
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人被乡村的美景和风情所吸引，
纷纷前往乡村旅游观光、体验农家
生活，促进了乡村住宿、餐饮等相关
产业的繁荣。

乡村生活短视频的兴起，为有才
华、有创意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施展
拳脚的舞台。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和创新思维，通过短视频展现乡
村魅力，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对新
媒体技术的学习和应用，提升了乡村
整体的“数字素养”。这些年轻人就
像星星之火，为乡村振兴事业培养了
一批新生力量。

乡村生活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
的传播形式，具有巨大的潜力。它将
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多的可能，让乡村
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清明前的3月29日，在余姚市
第一公墓惠民墓区青翠的树木下，余
姚市第四高级中学的20名同学在钱
剑波老师的带领下，将54袋长年无
人认领的逝者骨灰安放入“无名逝者
之墓”的墓穴，撒上菊花，覆上黄土。
这个由高中生发起的公益生态葬项
目一路接力，已经接续了11年，让
243位无名逝者以生态且有尊严的
方式找到归宿。

3月31日《宁波晚报》

自古以来，国人向来有忌讳死的
传统，不少人安葬死者都不大情愿，
更何况还是无主逝者。

但余姚四中的这群学生却做到
了，而且一做就是 11 年，未来还将
继续做下去。试问，他们是怎样战
胜对死亡的恐惧，一年又一年地
坚持为无名逝者“安家”？钱老师给
出的答案是：悲悯情怀。

这是从更深广的维度上阐述了
该项目的深刻意义。直白地说，要是
这群学生没有悲悯情怀，是不会跟着
钱老师去做在国人看来犯忌的事。
祁嘉逞同学的感受很有代表性，当他
意识到逝者身份可能是异乡客，也可
能是孤寡老人甚或是襁褓中夭折的

婴儿，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悲悯情怀。
悲悯心是人类一种非常高尚的

情感，有悲悯心的人善良，好相处，能
处处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乐于为弱
者提供帮助等，但随着社会越来越世
俗化、物质化，悲悯心已成了一种稀
缺品质。学校也不例外，在“多考一
分，干掉一千”等分数至上的功利教
育盘压下，学生之间的优劣博弈造成
了人际关系的紧张，明里暗里都在较
劲，济世救穷的悲悯情怀也少了。

孟子说过，“恻隐之心，仁之端
也”，余姚明代大儒王阳明认同这一
说法，他认为恻隐之心是对他人痛
苦、不幸产生的同情、怜悯情感，是每
个人良知的体现。他甚至将其与

“亲民”相联系，主张对天下人之父
母兄弟，无不实有以亲爱之，实与之
为一体。这种万物一体的思想，体现
出对生民苦难的悲悯情怀，将拯救苦
难的人民作为内心的终极关怀。

经历过义葬的这群同学一定会
对此感同身受，今后无论身在学校还
是社会，都会是同情弱小的善良之
人、乐于助人的义人、洞悉生命真谛
的豁达之人。由此而言，他们收获的
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让他们受益
终生。

自2023年“15分钟便民服务
圈”全面推进以来，社区食堂如雨后
春笋般遍地开花，但也陷入了“一边
火热，一边倒闭”的困境。何以突
破？宁波142个未来社区中的46
个社区食堂正在探索一条可持续的
破局之路。 3月30日《宁波晚报》

社区食堂承载着解决老年人
“吃饭难”的民生理想，却在现实运
营中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如今，
宁波142个未来社区的46个社区食
堂正在探索一条可持续的破局之
路，对全国社区食堂无疑具有重要
样本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面对成本与
收益的天平始终在剧烈摇摆，客
群定位的迷茫更让运营者如履薄
冰，特别是，当社区食堂的餐桌上
重复着相似菜式时，转角处的小
餐馆正以灵活的市场嗅觉分流食
客，这种尴尬更是折射出更深层
的矛盾：若坚守服务高龄老人的
初心，亏损压力将如影随形；若转
向市场化运营拓展客群，又难免
偏离公益轨道。

此时，无论是打造“书店+食
堂”的复合空间，还是巧妙运用差异
化定价策略：特色菜品以市场价吸

引中青年群体，其利润反哺老年优
惠套餐，又或是将宁波传统味道装
入轻食盲盒，健康理念与怀旧情怀
的碰撞，吸引宝妈与白领，还有“以
菜换餐”，即“15 斤自种蔬菜兑换 7
顿午餐”的创意，既降低30%的采购
成本；让居民从受益者转变为共建
者，乃至有社区食堂不仅为新就业
群体提供10元专属套餐；通过配套
充电站、临时托管等延伸服务，日均
服务超 100 人次，初步实现了从单
一餐饮功能向综合服务平台的转
型，这些都是很好的样本。

进入智慧治理时代，社区食堂
经营一样面临转型与升级。之前，
一些社区食堂经营者之所以陷入困
境，归根到底是没有突破传统认知
边界，甚至对政策支持存在过度依
赖，忽视了数字赋能与社会资本形
成合力，忽视了“银发专属”更应该
成为“全龄共享”，进而不敢打破“食
堂即餐厅”的思维定式，更不敢以空
间重构、服务分众、资源整合等激活
内生动力。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当
前，尽管不少社区食堂陷入经营困
境，但探索的脚步并没有停歇。此
时，宁波的社区食堂的“进阶”故事，
自然就不只是宁波的温暖民生注
脚，而更值得进一步借鉴推广了。

春光明媚，旅游正当其时，银发一族成为出游人群的“主力军”。乐活
的老年人，更加追求旅游体验感，新玩法层出不穷。不过，在出游过程中，
也有老年游客反馈旅游团设置年龄限制，70岁以上老人常常报不上团。

3月31日《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