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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村干部后， 萧胜斌的
生活节奏明显快了许多。 6 月
的一天，结束了大半天的会议，
萧胜斌驱车行驶在回村的道路
上。刚到村口，他就直奔一户村
民家里，聊起了家长里短，问候
村民最近的生产生活情况，等
回到家里时， 星光都已挂上了
树梢。

今年 48 岁的萧胜斌是平
利县城关镇龙头村的党支部副
书记，2012 年， 他结束了在外
务工的生活， 通过村民选举成

为村委班子的一员。龙头村地理位置优越，生态资源良好，是
平利县亮眼的一张旅游名片。 在政府的政策扶持下，龙头村
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壮大，旅游项目串珠成线、多点爆发。每到
节假日，天南地北的游客络绎不绝地来到龙头，体验当地的
民俗风情、欣赏生态美景。

可也正因离城近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村上都没有供
游客留宿的民宿宾馆，往往是当天来、当天走，无法形成“夜
间经济”。萧胜斌回忆说：“当时村上没有民宿，游客大老远跑
来打算多玩几天，好好体验一下悠闲静谧的田园风光，但是
到了以后才发现住宿很不方便， 要到县城才有宾馆酒店，所
以只能驱车离开。 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也是很无奈。 ”

作为村干部，萧胜斌深知旅游业对龙头村经济发展的重
要意义，而游客停留的时长，决定其消费频次和消费水平的
高低。 没有民宿，村上就留不住人，更无法打破发展的壁垒。
思忖良久后，萧胜斌萌生了自己来开办民宿的想法，得到家
人的支持后，他拿出自己在外打工多年攒下的积蓄，又向亲
戚借了一部分，凑了 40 万元，投入到民宿的建设中。

干劲满满的萧胜斌一点点将脑海中对民宿的想象变为
现实，经过紧锣密鼓的加紧建设，他的民宿龙缘客栈于今年
“五一”期间正式对外营业，得到了游客的争相夸赞。 来自西
安的林女士说：“以前我也来过龙头村，但是当时在村上茶园
逛一逛就走了，也没看到民宿。这次来了以后，发现龙头村大

变样，不仅增加了很多新鲜的体验项目，住的地方也上规格
了，感觉很不错。 ”听到游客的称赞声，看到客人们竖起的大
拇指，萧胜斌脸上的笑容如花儿盛放般灿烂。 他颇感自豪地
说道：“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住宿体验，民宿的结构、布局、装修
全都是我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琢磨出来的，他们住宿体验后的
反馈，我也会及时调整改进，就是为了提高民宿品质，让游客
以后能够常来我们龙头村。 ”

依托龙头村的自然风光和资源禀赋，萧胜斌的龙缘客
栈客源不断，如今他每月能挣到数万元。 忙的时候，周边的
农户也会到他的民宿里务工 ，不仅提升了收入 ，也顺带销
售部分农土特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与动能。 村民
李老太说 ：“前段时间 ，我把掰的竹笋拿到这里来卖 ，不到
半小时就卖完了。 这不，我攒的一篮子鸡蛋今天也被游客
买空了。 ”空空如也的竹篮里，装着村民们对幸福生活的满
满期许。

而对于萧胜斌来说，通过自己发展产业，能够辐射带动
周围的乡亲邻舍们实现稳定增收， 是一件颇有成就感的事
情。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龙头村作为
旅游村，我们要端牢‘旅游碗’，做好旅游服务，形成集聚效
应，把更多老百姓镶嵌其中，让他们吃上‘旅游饭’，在乡村振
兴路上走得更加稳健，既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源头活水’，
也将当地的文化历史传递出去，把龙头旅游的金名片擦亮叫
响，惠及更多老百姓。 ”

如今，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大多数时候，萧胜
斌都待在自己倾尽心血打造的龙缘客栈里，他和家里人把民
宿内外都打扫的干净锃亮。 每有客人入住，都用心用情为其
做好服务，当向导领着游客在茶园迷宫、农耕体验园、国漆馆
里感受当地的文化底蕴、景点特色。

谈及下一步的打算时，萧胜斌坦言：“我还想以后把民宿
再提档升级，给客人带来更好的入住体验，同时开辟一个空
间，放上旅游线路图册；安装一个柜子，搁置老百姓送来的土
特产，方便游客体验购买。 ”

对自己的家乡怀揣无限深情的萧胜斌，正用自己的点滴
努力，让龙头旅游闪耀着更加夺目的光彩，把诗和远方的种
子根植在每位来客的心扉。

“全票通过！ ”近日，在汉滨区建民街道八树梁村的
预备党员转正大会上，村党支部书记张树红现场宣布投
票结果，大家一致同意陈友玲按期转正。

个子娇小，笑容甜美，热情大方，朴素自然……这是
陈友玲给人的第一印象。 陈友玲是八树梁村人，计算机
广告设计专业毕业后，从事广告设计工作，收入可观，生
活安逸。

以青春之力，报桑梓之情。 因为父亲是村上的老会
计，她从小就受父亲的耳濡目染，对村部工作特别熟悉，
也有感情。 2018 年 8 月， 正值全村脱贫摘帽的关键时
期，陈友玲放弃月收入 4000 元的广告设计工作，应召回
村，成为本村的大学生村官。

村干部年龄偏大， 档案资料及各类报表的收集、归
档、上报一直是村里的短板弱项。为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陈友玲认真研究文件、各项脱贫指标、全村脱贫户基本
情况，面对各类信息核对、脱贫退出、督导检查考核等重
点工作，大量的数据需要收集、核实、筛选、比对，她不急
不躁，认认真真地做着手头上的各种工作，遇到不懂的
情况，虚心向同事请教，遇到工作量大的时候，主动加班
加点。

在国家脱贫县验收之前，为了能及时把脱贫户信息
精准录入国办系统，还在哺乳期的陈友玲放下襁褓中的
婴儿，一头钻到村委会，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她凭着对
电脑的熟练、甘于吃苦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的各项报
表填报、资料收集，很快就成为村里的业务骨干和主力
军，深受同事和上级业务部门肯定。

“以前每次到办上开会躲着人，现在大方多了，多
亏玲这娃，电脑玩得很溜，干啥踏实，任劳任怨，也善于
学习，团结同志，近几年成长得很快！ ”张树红说道。

小村官大管家、小岗位大事业。 2020 年全村脱贫
出列后 ，巩固衔接工作接踵而来 ，陈友玲在得到家里
人支持后， 更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除了做好巩固衔接各类信息采集与报送、 问题整改、
档案资料整理外，她还兼任网格员、图书管理员、通讯
员 、党建信息专干 、残疾专干 、社保专干 、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专干等多重工作 ，
同时还与村 “两委 ”干部共
同做好城乡自建房安全专
项整治排查 、秸秆焚烧 、防
汛防滑 、疫情防控 、城乡医
疗养老保险征缴 、 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
振兴等专项工作 ， 协助村
会计规范 “三资 ”管理 ，引
导教会大家 “学网用网 ”，
配合网格长做好各类隐患
排查 、 矛盾纠纷调解等工
作 。 她能及时完成上级所
有部门的交办单， 准时上报全村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求真务实 、 踏实肯干的作风赢得党员干部群众的好
评，陈友玲慢慢地在村上小有“名气”。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娃业务能力强，办事公道，服
务热情，思想觉悟提高快，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面
对陈友玲近几年快速成长的变化，她的入党介绍人陈义
美感叹道。

面对平淡无奇、日复一日地繁杂村务工作，陈友玲
这一坚守就是 5 年。她负责的各项业务工作常常走在全
办的前列。“我的根在八树梁村，自小就和大家结下了深
厚的感情，能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看到村上发生的
变化，感觉很充实很快乐！”陈友玲说，“以后我还要加大
学习力度，在提升为村民服务能力的同时，也在产业发
展带动上下功夫，既做村民的贴心‘小棉袄’，又做村民
致富的‘领头羊’，将所学的‘IT’知识与乡村振兴相结
合，有效助力全村振兴！ ”

“陈友玲是大学生村官学习的榜样！街道党工委也
非常重视大学生村官的教育、培养、管理和使用，希望他
们能扎根一村、服务一村、振兴一村，为推动街道全方位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汉滨区建民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陈善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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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校长讲课很接地气， 培训也很实
用，有理论课程也有实际操作，简单易学，
培训合格后，学校还会带我们去广东佛山
看看，推荐就业……”汉滨区坝河镇的刘
小兵高兴地说道。

近日，记者走进安康市环博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在培训现场看到，学员们兴趣
十足、热情高涨，正结合所学的理论和老
师的示范讲解进行实操， 练习修脚泡洗、
保健按摩、家政服务、化妆美甲、抖音直播
等基础技能。 每做一个步骤，老师都会从
旁指导，及时提醒注意事项、纠正不当操
作，让大家学得更深、更精。

在理论培训课上，40 岁的张女士正全
神贯注地学习。 “有了专业技术，我对就业
充满信心。 ”张女士说，都说年纪越大，工
作越难找， 现在通过培训学到了很多知
识，在家政服务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不愁
找不到工作。

如今在汉滨区，越来越多像张女士一
样的群众，通过在安康市环博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进行学习培训， 拥有了一技之长，
就业有底气，日子也更有盼头。

在安康，说到罗杨林也许很多人都不
知道，但是一提起“山妮子”，相信大家都
会知道她是谁。 从“商业主持人”到“短视
频网红”，从“打工妹”再到“职业技术培训
学校副校长”，一路走来，罗杨林只用了短

短三年时间。
1997 年出生的罗杨林，小学三年级之

前一直跟随着爷爷奶奶在汉滨区五里镇
生活，父母在浙江的事业有了一定起色之
后，就将她接到浙江学习和生活。 大学毕
业后，罗杨林由于性格开朗、自信乐观、善
于表达，便在浙江、杭州等沿海城市做商
业主持。 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工作经历，为
她后来拍抖音、 做直播和培训奠定了基
础。

2020 年 ，汉滨区通过 “专业人才引
进计划”， 聘请罗杨林到汉滨区互联网
产业发展中心工作。 从这个时候起，罗
杨林开始接触抖音，闲下来就拍摄发布
一些日常生活的段子。 虽然刚开始在抖
音这片热闹的海洋中没有激起一朵漂
亮的浪花，但乐观开朗的她并没有因此
而气馁。 经过深思熟虑，她改变了原有
的拍摄思路 ，将安康的风土人情 、探秘
探险等元素融入视频内容之中。 在持之
以恒的坚持下，热度、粉丝量愈来愈高，
这无疑是对她莫大的鼓励。

随着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扶持，罗杨林
心想：“我把安康的农产品以及安康文化
做成短视频，会不会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安康呢。 ”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罗杨林
跑遍了汉滨区的 20 多个乡镇， 不断地选
景拍摄，上传发布。

“没有专业的团队策划帮助， 只有父
亲默默地支持”。 回忆当初的情景，罗杨林
说，在去往乡镇的路上，父亲充当着专职
司机的角色；在拍摄视频时，父亲担任着
摄影师的职责；只要罗杨林有需要，父亲
随叫随到，是父亲用无私的爱全力支持着
她的事业。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把短视频当成
一种热爱、一种兴趣去做，我很享受面对
镜头的感觉，只想着做优质内容，没想着
去计较能赚多少钱，不会觉得压力有那么
大。 ”罗杨林告诉记者。

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罗杨林创建
的抖音号“山妮子”和“山里硒九妹”两个
账号有了 42.8 万的粉丝， 点赞量近 400
万，知名度越来越高。

由于安康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信息
闭塞，家乡的农产品走不出去 ，群众难
以实现增收 。 罗杨林创建起自己的团
队 ，每日穿梭在各个乡镇之间 ，做一些
农产品的公益宣传，通过短视频直播带
货销售农产品 ，宣传安康好产品 ，传递
安康好声音，弘扬安康正能量。 借助电
商平台 ，把深山里的 “土特产 ”推广出
去。 通过直播带货销售，引爆农产品“云
采购”。 直播带货百余场，罗杨林逐渐成
长起来，在电商平台开启了一片小小的
天地，在实现了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家
乡的发展奉献了光和热。

随着团队不断发展， 经验也不断增
加，对自媒体短视频有了自己的一套运营
体系， 罗杨林想要把技术传授给更多的
人，帮助他们脱贫致富。2022 年，安康环博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汪成立发现了罗
杨林，力邀她加入学校，担任副校长一职，
负责宣传招生和日常运营工作。

“罗老师讲课通俗易懂，我们爱听，通
过学习， 我拍抖音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现在粉丝量增长很快。 ”学员张先生高兴
地说。

“我的老家红薯多，每到冬天，老爸就
把红薯加工成粉条， 原来靠线下销售，生
意不太好，在环博学习拍摄抖音后，我回
去开了抖音网上直播，销路不愁了，现在
全国各地都有订单，有时候还供不应求。 ”
县河镇刘祥娟自从跟随罗杨林学习抖音
拍摄直播后，流量直线上升，受益匪浅。

同样通过在环博学校学习拍摄抖音
的李先生说：“我家每年喂几头猪，年底烘
成腊肉，自己吃不完，学习抖音后，我不但
把自家的腊肉卖完了，还帮助村里乡亲卖
腊肉和特产，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

“罗校长特别敬业， 每天从早上 7 点
到校，工作到晚上 10 点多，通过她的辛苦
工作，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型与
实用型相结合的专业技术人才。 ”汪成立
这样评价她。

据了解，安康环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围绕“企业+学校+就业”的模式，以培训带
动就业，以就业促培训。 “培训老师均是外
聘的高级讲师， 会定期进行学习进修，学
员也会定期参加人社局举办的职业技能
大赛。 培训结束后，学员可以直接到合作
单位上班，例如远元集团等；学员就业后，
学校还会通过回访， 对学员进行工作指
导。 截至目前，共培训学员 1.5 万余人，其
中脱贫户劳动力共 4346 人， 推荐就业及
自主创业率高达 80%以上，真正做到了培
训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户。 ”罗杨林介
绍说。

作为网红，罗杨林在社交媒体上有着
大量的粉丝和声望；对于职业技能培训机
构来说， 这是一个相对便捷的推广方式，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职业技能培
训， 从而为社会输入更多的技能型人才。
罗杨林通过开阔的视野和多元化的学习
经历，为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注入了新鲜的
思路和创意， 助推了培训学校的良性发
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21 年 6 月，罗
杨林被市委网信办评为“安康市好网民”；
同年 7 月被陕西省网信办评为“陕西省好
网民”，被汉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汉滨区总工会评为“汉滨区电商复合型技
术能手”；2022 年 5 月，被授予“安康青年
五四奖章”；2023 年，当选为安康市新媒体
联合会副会长。

面对未来，罗杨林信心满满，她表示，
将不断强化自我专业技术水平的培训和
提升，完善课程研发，推出更多进阶课程，
努力培育更多实用人才，帮助群众增收致
富，打造环博职业技能培训品牌，为安康
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
献。

罗杨林：

从“打工妹”变身“网红培训师”
记者 王拥 通讯员 柯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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