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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扎根乡村的那些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湖北保康
县，有这样一名“80后”村官，名叫章景志。作
为留法硕士，他毕业后本想留在国外，然而父
亲电话里的一声叹气，让他毅然选择回国返
乡，并用所学知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留法硕
士的归乡路》讲述了爱国爱乡之情在两代人之
间传承，正如其父亲章赐文所说：“我出生在农
村，儿子也是农民，他要成为一个能带动农民
致富的新型农民。”

《罗布的一天》记录了西藏一名普通乡村
医生在海拔5020米地方坚守的故事。在拉萨
市尼木县彭岗村，罗布不到天亮就起床出门
问诊。由于牧区村庄分散，罗布需要骑马或
者骑摩托，还经常免费出诊。“虽然收入微
薄，但从不后悔。父母当年得病后，由于找
不到医生耽误了治疗。像父母这样的人有很
多，我留在村里的初心就是帮助他们。”

“藏汉是一家，汉族离不开藏族，藏族离
不开汉族。”藏传药泥面具传承人四龙降泽一
边摆弄着手里的面具一边说道。镜头里，四
龙降泽用朴实的话语，表达着对民族传统文
化的坚守与执着：“传承是个责任，也是守住
民族文化的关键。”

第三届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中，这
样情感真切的作品、扎根基层的人物还有很
多。“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大赛旨在展
现中国农村全新风貌，讲好新时代奋发进取
的乡村故事，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人民日报海外网总经理、总编辑姚小敏
在大赛颁奖盛典上致辞时表示。

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部长左志强说，在
当今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华侨华人尤其是
华裔新生代，更愿意通过互联网以及社交平
台进行交流。“人民日报海外网作为广大华侨
华人的精神家园，充分发挥国际传播领域的
特色优势，为海外华裔新生代提供了创作以
中国故事为主题，符合当地社会文化与传播
方式的文化艺术类产品的网络平台。通过创
新对外宣传形式，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讲述脱贫致富的那些事

2021年，中国减贫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农
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看！中国的扶贫成绩
了不起》作品以一对英国父子的视角，展现广
西南宁农村的一座温室大棚。智能化种植让
英国父子惊叹：“六七年前，这里农户年收入只
有1500到2000元，现在增长了20多倍。得益
于政府大力建设公路等基础设施，当地农产品
能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国外。”

在高铁出行日益普及的今天，还有一些
运行于偏远乡村的慢火车同样发挥着独特作
用，不仅带动当地发展，更承载着一份情
怀。英国小伙司徒建国的作品《扶贫路上的

“小慢车”》荣获大赛一等奖，视频通过体验
慢火车，展现四川凉山独特的风土人情，点
赞慢车助力脱贫攻坚。

这是司徒建国第三次参加“全球华人生
活短视频大赛”，获奖结果公布后，场内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司徒建国在颁奖盛典现场用

流利的中文分享了创作初衷，想让外国网友
看到中国新乡村的风貌。“很多外国人听过

‘中国速度’，都知道中国高铁很优秀，但他
们不知道中国还有票价便宜的‘小慢车’。这
些都是服务人民的好政策。”

被问及国外粉丝看完视频后的反应，司
徒建国骄傲地表示：“他们都很喜欢这个视
频，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农
村。通过视频，他们对中国印象有了很大改
变，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来中国看看。”

中国农业机械化有多硬核？《一个人也能

打理千亩农田》讲述了浙江瑞安“80后”女
孩的日常农耕生活：拖拉机播种、无人机喷
药……现代化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巨大便捷。

《棉花铺就致富之路》中，一名新疆姑娘带领
网友走进长绒棉种植合作社，展示当地全机
械化采摘场景，农民脸上洋溢的笑容是全面
小康在新疆最好的体现。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陆
彪颁奖时有感而发：“现在最需要把中国新时
代新乡村的美丽画卷传递到国际社会，打造
国际新形象，传递中国好声音。同时，要推

动中国农村走出去，把中国农业的优秀案
例、优秀故事、优秀人物推向世界。”

展现生态和谐的那些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
池、桑竹之属，一直难以理解 《桃花源记》
字中画面，今天却一睹真颜。”福建一名侨

二代正月初一返乡，对远在海外的父亲这样
讲述家乡的变化。视频中，成片的温室大
棚、观光游览车、打卡拍照墙……构成了一
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福的乡村振兴美丽
画卷。

《荒野农村变绿洲》以意大利女孩瑞丽的
视角，展现陕西省榆林市治沙基地“荒野变
绿洲”的奇景。谈到拍摄视频的初衷，瑞丽
表示：“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里，看到中国
人的努力，看到中国人对保护环境的决心。
我想用我的眼睛帮助世界看最真实的中国。”

俄罗斯小伙阿列克谢的作品 《印象·沙
美》 记录了海南省沙美村 4 年间发生的变
化，并感叹“难以置信”。

来自北爱尔兰的小伙亚当的作品《美丽
的苗寨》获得二等奖。“我发现中国真的是一
个很漂亮的国家，除了令人兴奋的现代化大
城市，还有很多淳朴的乡村和少数民族。”他
兴致勃勃地说，“我有一个梦想，要向世界介
绍中国的美丽乡村。”

第三届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自今年
9月启动以来，共收到2万余件短视频作品，
总浏览量达7亿。颁奖盛典上，《扶贫路上的

“小慢车”》获得一等奖，《留法硕士的归乡
路》等3件作品获得二等奖，《罗布的一天》
等 5 件作品获得三等奖，《贝母》《挚爱山
海》分获“最佳剪辑奖”和“最佳创意奖”，

《踢出大山的追风女孩》 获得“社会责任
奖”，优秀奖则由 《传承》 等 10 件作品获
得。此外，百家号·好看视频、快手海外、梨
视频、视觉中国、360 快资讯·快传号荣获

“合作伙伴奖”。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大量的投稿作品

的内容分析和相关数据监测，颁奖盛典上，
人民日报海外网首次发布了《中国数字乡村
网络舆情报告（2021）》。海外网舆情中心副
主任孙默融就报告特色内容“短视频在乡村
振兴中的价值和作用”进行分享。孙默融指
出，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已成为
农村居民接收信息、创作获益的重要途径，
衍生出全新的视觉和消费逻辑，加速农产品
创意营销与乡村文化资源转化，助力乡村产
业振兴，吸引了全球舆论的关注与肯定。未
来，发挥好短视频在乡村振兴中的“新农
具”作用，仍需在打造特色IP、深化媒体联
动、推动数字培训、创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等多环节发力。

“这份舆情报告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阿
里巴巴公共事务线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总监叶
祖丽分享了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心得与成
果，目前阿里巴巴有超过20多个业务与乡村
有关，近两年还推出“淘特”“淘菜菜”两个
新业务，通过建设直采基地等手段，与农业
生产端结合得更紧密，让农民种出更加符合
市场需要的农产品。

嘉宾还共同见证了人民日报海外网《乡
土·中国》大型全媒体系列采访的启动仪式。
采访活动分为三季，将于2022年启动。第一
季为云采访系列直播节目《说说我们村儿》，
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村长、书记、企业代表
等进行连线，展现中国乡村的精神风貌；第
二季为微纪录片，记录中国乡村的美食、古
村落保护、非遗等文化要素；第三季计划组
织在华外国人采访团集体走入中国乡村，体
验中国乡村的衣食住行。

2021年是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之年，也是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衔接之年。
从高端人才返乡到乡村脱贫致富，从记录点
滴生活到俯瞰乡间美景……美丽乡村的故事
未完待续，海内外网友与现场观众一同寄
语，期待新的一年见证更多乡村振兴的感人
瞬间。

“第三届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圆满收官

“我要向世界介绍
中国的美丽乡村”

海外网 张 琪

英国小伙走进四川凉山，体验扶贫慢火车给当

地人带来的便利；“80 后”留法硕士返乡当村官，

带领村民种核桃致富；乡村医生坚守数十年，长途

跋涉为藏区人民问诊……这些精彩的故事都来自

“第三届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参选作品。12

月21日，由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的“第三届全球

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颁奖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

大赛以“新时代，新乡村”为主题，参赛者们用镜

头记录和感受行进中的乡土中国，讲述乡村振兴的

感人故事。

◀英国小伙司徒建国的作品《扶贫路上的“小慢车”》获得一
等奖。

▼“第三届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颁奖盛典在人民日
报社举行。

▲《中国数字乡村网络舆情报告（2021）》发布。
▶《乡土·中国》大型全媒体系列采访启动。

本文图片均由海外网 谢 明摄

在第三届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颁奖
盛典上，人民日报海外网舆情中心发布了

《中国数字乡村网络舆情报告 （2021）》（以
下简称《报告》）。《报告》基于近年来中国

数字乡村舆情大数据监测统计，对数字乡村
建设的网络舆论状况、传播特征和趋势等内
容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乡村舆论热度
明显上升，2018 年至 2021 年数据总量高达

1.01亿。其中，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媒
介，发展势头尤为迅猛，数字乡村类题材短
视频数量较去年增长了30倍之多。

《报告》指出，短视频衍生出了全新的视觉
和消费逻辑，在助力乡村振兴上存在四点特
征：短视频成为农村居民接受信息、创作获益
重要途径；乡村短视频加速了农产品以及农用
物资的创意营销、直播电商中的农业领域迎来

“蓝海时代”，短视频+直播带货话题占近三年
数字乡村舆情传播内容的三成以上；短视频具
有微纪录片属性，在帮助乡村非遗文化、乡村
旅游等资源转化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

中国乡村短视频线上营销方式也吸引了
全球目光。过去3年间，国际舆论讨论热度
增幅明显，相比2019年，2021年乡村短视频
线上营销话题增长量超16倍。不管是境外主
流媒体、还是学术研究机构，都十分关注数
字乡村、短视频电商对于中国乃至全球减贫
的重要意义，并希望在本地农业数字发展中
加以借鉴，直播电商等数字乡村国际交流合
作机遇正在显现。

针对乡村短视频同质化程度高、农村居
民数字素养偏低、政务融媒体短视频平台仍
待发力等现状，《报告》提出了短视频助力乡

村振兴的四大建议，深挖地方特色、打造独
特IP，深化媒体联动、发力短视频平台，重
视“数字素养”、推动数字培训，注重国际传
播策略、塑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

2022年，人民日报海外网舆情中心还将
基于海外网全球大数据平台及数百位专家资
源，综合人民日报海外网的全球传播经验，
陆续推出 《中国数字乡村产业与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农业合作发展》《企业社
会责任与海外传播》等大型报告，运用专业
舆情分析能力为“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推
进、深化贸易及投资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海外网发布《中国数字乡村网络舆情报告（2021）》

短视频成为乡村信息传播“新窗口”
海外网 孙默融 刘倩倩

遗失声明
本单位因“西滨社整村征收项目”需对西滨社区西滨社辖区内的房屋及地上物进行补偿，要求厦门市

集美区杏滨街道西滨社区权属人陈大毶等贰口人提供《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同字第097389号，

右起第一栏东至：陈石只，西至：陈大條，南至：陈大毶，北至：陈加喜。因陈仕吉（身份证号码：

350205195612231033）等人保管不慎，遗失证件，特代为发布房屋产权证遗失声明。如有异议者，请即日

起15日内向征收人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或实施单位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

司提供有效证件。

联系电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0592-6078182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0592-6212717

地 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西滨路40号

本单位因“西滨社整村征收项目”需对西滨社区西滨社辖区内的房屋及地上物进行补偿，要求厦门市

集美区杏滨街道西滨社区权属人林冬瓜等伍口人提供《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同字第097619号，

右起第一栏东至：陈川裕，西至：陈四长，南至：水沟，北至：石基；右起第二栏东至：陈川裕，西至：地基埕，

南至：水沟，北至：陈赐长；右起第三栏东至：陈文国，西至：陈清本，南至：贰肆崎，北至：潭；右起第四栏东

至：林冬瓜，西至：陈文国，南至：贰肆崎，北至：郑朝致。因陈向阳（身份证号码：350205198910251036）等

人保管不慎，遗失证件，特代为发布房屋产权证遗失声明。如有异议者，请即日起15日内向征收人厦门市

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或实施单位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有效证件。

联系电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0592-6078182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0592-6212717

地 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西滨路40号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
2021年12月24日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
2021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