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天店内忙碌的时候，“70 后”的梁
存杰会举着手机，记录下食客排队购买
自家卤猪蹄的画面。 到了傍晚，当店内
的客流达到顶峰时，后厨里忙碌的场景
又成了他的视频素材。 他会在闲暇之余
将这些拍摄的素材进行简单剪辑后发
布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和朋友圈里，
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大家都知
道天源饭庄， 在短视频上介绍新菜，包
括客户的评价，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
客，做生意嘛，就是图一个生意兴隆！ ”

梁存杰早年曾做过货运 ， 卖过早
餐，靠着勤劳本分，攒下一些积蓄的他
最终选择继续在餐饮行业打拼，2006 年
左右，他将早年经营多年的川菜馆改头
换面，天源饭庄的名头至此定格。 到了
2017 年，梁存杰注册成立了禾天源餐饮
有限公司， 在解放路总店的基础上，又
在南环路开了占地 650 平方米的新店。
店铺做大后， 梁存杰不再像以前那样，
需要整日在灶台间忙碌，他在手机上看
到感兴趣的视频后， 就随手收藏起来，
慢慢地，他也有了自己拍视频、推广店
铺的想法。

一个偶然的机遇，梁存杰结识了安
康的一名“90 后”本土网红，他喜欢拍摄
各种各样的段子， 因为和老梁一见如
故，便经常指导帮助梁存杰拍视频。 渐
渐地，也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溅起了
一些水花。 2021 年 8 月份拍摄的一期关
于店里卤猪蹄的视频， 达到了 762.3 万
的曝光率，收获了 3.5 万个点赞。这一波
关注， 激发了梁存杰的热情和干劲，他
开始频繁地活跃在拥有更多公共流量
的线上平台。

其实，不止梁存杰。 记者关注到，本
地还有很多餐饮业主也都在积极利用
自己的朋友圈、 抖音号推送店内的美
食，打造“网红菜”“网红店”成为他们当
前的重要目标。 而短视频，也正是当前
互联网生态下吸引关注度去获客的最
优解。

白河县卡子镇陈庄村六组经营陈
家大院农家乐的陈远春，也积极在抖音
和朋友圈上发布短视频。 比起梁存杰，
陈远春的短视频，总体以大、中景为主，
乡土风貌、地方民俗、美食文化，都是他
拍摄的主题，而这些具有土味乡愁的视
频，也为其吸引了 1.5 万余粉丝。

如今，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陈远
春已经熟练掌握了拍摄技巧，并且可以

独立拍摄和后期剪辑制作。 他的目标是
将陈家大院打造为本地网红打卡
点， 可以吸引更多本地人来打
卡。 记者在其抖音号上看
到 ，2021 年 6 月 9 日
发布的一条短视频
《陈家大院拍婚
纱照，好不好
你 们 说 了
算 》， 视
频 中
是
45

岁
的陈
远 春
和 46 岁
的 妻 子 身
着 中 式 婚 礼
服 所 拍 的 一 组
照片；2021 年 12 月
26 日，陈家大院迎来了
当年冬季的第一场雪，陈远
春将大院雪景剪辑成一条短视
频，并且发出了“本地白河人可以直
接来拍视频、照片发抖音”的邀请。 目
前，他每天都会发布短视频，期望能被
更多人看到。 他也决定以后要继续创作
更多的精品视频， 能让更多人了解白
河，增加地方美食风物的曝光率。

尽管已经察觉到短视频的流量风
口，也在主动拥抱变化，但梁存杰的短
视频创作目前仍处在摸索阶段，绝大多

数 时
候，他一个人拍摄
剪辑。 未来，他希望自己能掌握更多拍
摄技巧，学着自己创作一些更加吸引人
的作品， 将自己的账号长期运营下去，
打造出更具辨识度的品牌 IP。

之前是花钱印传单，发动店员给路

人发；
如今是拍短视

频之后，发动店员转发，一分
钱不用花。 梁存杰感受到的变化最真
切，但获客难度却随着餐饮业日趋激烈
的竞争而增大。

美食一直是短视频和电商平台最

受欢迎的内容之一。 据媒体报道，2020
年上半年， 抖音上发布了 11 万个美食

类短视频，点赞高达 463 万。 认知
神经科学家蕾切尔·赫茨认

为，“食物将我们与我们的
过去、他人、世界和我

们 自 己 联 系 在 一
起。”而对制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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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长 毛 朝
军 告 诉 记

者 ， 自己在抖
音、微信上经常看

到类似的短视频，有
自己学生拍的， 也有其

他餐饮业主拍的，大部分内
容是菜品及前厅、 后厨展示，以

及厨师技艺展示。 在他看来，这种宣
传方式是餐饮业主适应当下新媒体发
展趋势， 创新经营手段的创意之举，对
宣传餐饮企业起到了促进作用，也能让
顾客了解到餐馆的管理和卫生情况，让
大家吃得更安心、更放心。

客观地说，目前安康本地大部分餐
饮主的短视频质量还不高，内容还比较
单一， 这或许与抖音、B 站中大家关注
最多的美食头部网红、 优质 UP 主的短
视频拉高了我们的审美水平有关，但短
视频已然成为当前接受度最广的传播
方式，而美食短视频又因其独特的魅力
更受青睐。 餐饮主更应该主动适应这一
审美水平，提高自己的制作质量，让自
己的短视频更易被接受和认可，从而带
来客流量。

“九零后资深抖友”小楚认为，看得
出来梁存杰的短视频都在不遗余力地
推荐自家的美食，但他的角度有些许偏
差。 如果观察各大视频平台上的美食短
视频， 我们可以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
类 ，一类是走精致路线 ，光线 、拍摄手
法、背景音乐都十分考究，满足受众体
验美食魅力的需求；另一类是走返璞归
真路线的日常菜品、家常场景的教学类
视频，满足受众的学习需求。

小楚建议， 梁存杰作为餐饮老板，
可以尽量向第一种路线靠拢。 试着从视
频的受众，也就是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来

提升自己的作品。 比如，今后的视频可
以尝试改变将人画作为画面的视觉中
心，镜头要多对准食物。 或者尽量选择用
相机配置高一些的手机拍摄素材， 使食
物的颜色更具有层次， 更贴近真实环境
下的颜色。 拍摄时保持镜头平稳，减少晃
动，或者在剪辑视频时进行防抖处理。 如
果涉及食物制作过程的拍摄， 可以尽量
不使用原声，使用配音，营造一个安静、
洁净的环境。 其次建议降低发视频的频
率，把视频的质量放在数量之前。

对餐饮业主拍美食短视频，小楚建
议拍摄时能多角度展示菜品，升级设备
还原食物的色香味，营造“美食”的场景
细节，营造灵动自然的光线，降低画面
噪点，增加食物画面的鲜艳感。 其次是
考虑能在突出食物的质感上下功夫，比
如拍摄肉食类可以突出晶莹剔透的酱
汁，拍摄芹菜，可以通过声音来展现食
材的脆嫩，建议根据每道菜的具体情况
来突出这道菜的特点，最大化唤起受众
的各种感官。

毛朝军认为餐饮主的短视频内容
还可以更加多元化，比如可以在视频中
体现餐企的人性化服务，如看到带小孩
的顾客便主动为其提供婴儿座椅、服务
员的规范服务等。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比
较严峻，很多酒店都采取了严格的防控
措施，餐饮业主也可以通过视频展现出
来，倡导大家积极配合。 如进门亮码测
体温，使用公筷公勺等。

记者在陈远春的抖音号“陈家大院
《富娃儿》”中看到，他已发布了 226 条
作品，获赞 16.5 万多个，其中 2019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短视频《陈家大院，鸟语
花香》，播放量超 39 万，获得点赞量最
高的 1.7 万。 这条短视频一改他前后绝
大多数作品的风格，镜头为恬静的陈家
大院，搭配的是声声鸟鸣。 而这恰恰符
合其抖音号介绍：生态茶香、叮咚泉水、
石板房子，还有淳朴的民风，长寿之乡
往往是一幅浓郁的山水乡村风情画卷。

放在更广阔的背景来看，餐饮潮流
和互联网融合的新生态下， 相较于“70
后”“80 后”，90 年往后的新生代， 对餐
饮的消费习惯已不止停留在味觉层面，
更多关乎社交层面的餐饮体验成为新
浪潮。 而对于安康这样的山区城市，与
请流量网红“探店”“打卡”等相比，餐饮
主亲自上阵投身短视频领域，显然更为
经济。 但本土餐饮主要想用好短视频，
还得“多几把刷子”才行。 而这条路，并
不是想当然的平坦。

2021 年的最后一天，梁存杰又在朋
友圈更新了一条短视频。 视频画面是他
沾着蘸料在吃肉，镜头是一如既往的近
景，配乐选择的是歌曲“糊涂的爱”。 镜
头中，加了少许美颜滤镜的他，在“爱有
几分能说清楚， 爱有几分是糊里又糊
涂”的歌声中，显得有些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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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岚皋县城 6 公里的蔺河镇，安
岚高速通车后，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该
镇乘势而为，深挖优质资源，对接电商
“高速”，使蔺河镇的土特产变身为群众
致富增收支撑点，借助线上线下“高速
公路”，穿过岚河，越过秦岭巴山，走向
全国。

地薄人勤产业旺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蔺河镇茶园村
二组半山腰的岚皋县康泰养鸡农民专
业合作社，循着隆隆的机器声见到了正
在厂房收集鸡蛋的柯大军。 一颗颗鸡蛋
随着传送带来到操作台，柯大军双手熟
练地将鸡蛋放入蛋托内，并摆放整齐。

柯大军告诉记者， 自 2010 年开始
养鸡以来，通过自学、专家上门指导和
外出考察学习，自己逐渐掌握了更多的
养鸡技能，成为一名“陕西省高级职业
农民”，先后引进了全自动化养殖线，实
现了自动喂料、自动收蛋、自动调节棚
内温度，鸡粪处理设备可以将鸡粪发酵
为有机肥。 目前，全厂占地 200 余亩，有

4 万只鸡，日产蛋 3 万余枚，开发的“桑
叶鸡蛋”和“盐焗烤硒蛋”深受消费者青
睐。

除此之外，蔺河镇的魔芋种植远近
闻名，2017 年， 该镇蒋家关村成功被命
名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如今全镇
魔芋留存面积扩大到 3.5 万亩， 年产鲜
芋 2 万余吨。

面对山大地薄的自然环境，勤劳的
蔺河人因地制宜， 大力开发旅游资源，
发展林下经济、富硒产业，打下了坚实
的产业基础。

据该镇党委书记易昕介绍，目前蔺
河镇培育各类市场主体 290 个，建成电
商服务中心 1 个， 电商服务站点 4 个。
依托优越区位优势， 优化营商环境，先
后引进 50 余家中小企业来蔺河投资兴
业， 先后扶持壮大了 5 家规上企业，通
过苏陕扶贫协作培育壮大了鑫丰农业、
金德利、 康泰牧业等 3 家民营企业，全
镇农村经济总收入年均增长 10%以上，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0%以上。

联接“高速”入快车道

“宝贝们，大家好！ 我们是岚山小
魅， 今天先为大家带来一段快板……”
走进蔺河镇电商服务中心，该镇副镇长
唐小娟和村民李永琴正在手机前，为该
镇出产的富硒魔芋、黄金茶、桑叶鸡蛋、
铁皮石斛等农副产品直播带货。

据了解，为将蔺河大山之间出产的
农副产品更快、更好变现，该镇充分调
研，精心谋划，确定了以直播带货为主
的电商运营模式， 先后新建电商直播
间、配套配备专业直播设备、组织直播
带货主播培训 ，2021 年 8 月份开通了
“岚山小魅” 抖音号， 并组建了以唐小
娟、李永琴和黄欣为主的“岚山小魅”直
播运营团队，通过直播的方式将蔺河土
特产远销西安、北京、上海、江苏等地。

唐小娟说，2021 年以来， 全镇共打
造电商个人直播账号 3 个，分别为蔺河
镇副镇长唐小娟 （抖音账号 “岚山小
魅”）、 直播达人白艳 （抖音账号 “安
妮”）、直播达人李永琴（抖音账号“魔力
硒宝”）， 目前粉丝总量超过 30000 人，

获赞总共超过 4.4 万， 截至目前直播场
次超过 60 场， 上架 18 款农特产品，有
力促进了农副产品销售。在岚皋县 2021
年陕西省巾帼电商创业创新大赛作品
征集评选中，该镇抖音作品《蛋丫头》取
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直播带货让蔺河镇大山里的魔芋、
黄金茶、鸡蛋、铁皮石斛等土特产，插上
了翅膀，走出了大山，成为群众致富增
收的新途径。

打造魔芋小镇助乡村振兴

“通过电商渠道，我们厂的鸡蛋销
量比 2020 年好了， 销售的区域也更大
更远了。 ”在该镇电商办干部组织电商
达人、 能人大户召开的 2021 年电商总
结大会上，柯大军感慨道。

近年来， 该镇紧密围绕乡村振兴
“二十字”方针，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以工业强镇、产业富镇、生态立镇、
文化兴镇为目标，打造以中国富硒魔芋
小镇为主线，以发展生态经济、山林经
济、绿色经济为重点，以康养旅游、休闲

观光、文化创意为延伸的发展格局。 先
后引进好多多富硒水、 康顺美毛绒玩
具、好运鞋业、长兴建材、中特显、捷明
阳皮具等 50 余家中小企业； 同时建立
农业园区 22 个，市级 2 个、县级 6 个 ；
培育瓜蒌、黄金茶、铁皮石斛、古藤茶、
桑叶蛋 、白芨 、花卉 、蔬菜等特色种养
业，初步奠定了中国富硒魔芋小镇的发
展基础。

“我镇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有了

很大提升，已经具备了跨越发展的坚实
基础。 下一步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全力
推进产业兴旺，制定落实中国富硒魔芋
小镇总体规划，打造一条芳流流域农业
观光示范带，培育一批魔芋品类旅游特
色商品， 创建一个电商服务示范中心，
引进一批农旅融合招商项目，挖掘一批
魅力蔺河文化资源。 建设‘产业强、百姓
富、生态优、人文美、社会稳’的美丽新
蔺河。 ”该镇党委书记易昕说。

当“赶时髦”遇上“新营销”

“土味视频”引流“风味餐饮”
记者 陈俊 罗伟

高速添翼 小镇腾飞
记者 唐正飞 通讯员 张天兵

（数据来源于网络，MAU：指月活跃用户人数）制图：记者 李莹

梁梁存存杰杰在在拍拍摄摄短短视视频频。。 记记者者 唐唐正正飞飞 摄摄

白白河河本本土土网网红红在在陈陈家家大大院院拍拍摄摄短短视视频频场场景景。。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