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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小山村突破发展瓶颈，他开直播当“网红”

名校博士变“村民”，在土地上“写论文”
见习记者 胡玲玲
记者 王开智

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
温中，有一批人在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行
业旺季，冰雪雕刻师胡松就是
其中一员。作为土生土长的哈
尔滨人，他对冰雪有天然的亲
近感，通过对冰雪一刀一铲地
雕琢，将这门转瞬即逝、
容错率很低的艺术，尽
全力发挥到极致。

记者：你是何时开
始从事这个行业的？受
到哪些因素影响？

胡松：我从业已经
有18年了，我是哈尔滨
人，从小学习美术，也是
雕塑专业的，好像也并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原
因，凭借着哈尔滨的地
域优势，很自然而然地
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我
对冰雪确实会有天然的
亲近感。

记者：冰雕工人们
冬季之外的时间一般从
事哪些工作？

胡松：随着冰雪行
业的发展，从事冰雪工
程的人越来越多，尤其
在哈尔滨，冬天没有地
可种，各个工地也都停
工，很多人就会涌入冰
雪雕行业。据我了解，负
责雕刻的人员大多是美
术老师，或者是雕塑厂、
美术厂的技术工人，负
责砌冰的师傅很多都是
工地的建筑工。

记者：冰雕师需要
具备哪些素质？

胡松：要成为一名
冰雪雕刻师，需要有美
术和雕刻功底，短期内
很难出成果，最少也需
要十年左右的沉淀。随
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雕刻师对于事物的理解
也会变得深刻，这些都
会慢慢渗透到创作中。

记者：工作中，你有
哪些感到骄傲的时刻？

胡松：我们的一项
工作是打造大众所熟知
的IP形象，这非常具有
挑战性，观众来到冰雕
前，会非常直观地按照

“像不像”的维度进行评
价。最开心的还是作品
完成之后，有游客会长
时间在作品面前驻足。
我们此前打造的乡村爱
情雪雕，还有演员亲自
过来打卡，这些时候都
会让我很有成就感。

记者：制作冰雕，哪
些地方是难点所在？

胡松：一些设计图
会凸显头部大、身体小
的卡通造型，而对于冰
雕来说，这样的设计支
撑能力差，也就是施工
的可行性低，这时就不
能完全按照设计图来

做，需要适当改变比例。
设计图纸要想真正落实

在冰雕上，需要雕刻师现场进
行二次创作，呈现想要表达的
内容。例如雕刻眼睛时，需要
用只有手指宽度的刀面进行
雕琢，体现出五官的立体感。

当然，工作难度也和我们
所处的环境有关，在零下三十
摄氏度也得持续工作几个小

时，手部、脚部和脸部都
很容易被冻伤。工作时
间通常从早上6点持续
到傍晚6点，如果需要赶
工期，甚至得通宵干活。
在施工的地方，吃上一
口热乎饭是一种奢望，
工人们蹲在冰块上，想
要快速吃完还带有余温
的饭菜，但一两分钟饭
菜就会凉透。

记者：一个冰雕的
“生命周期”大约有多
久？当作品被拆除时，你
有什么感受？

胡松：冰雕是一门
转瞬即逝的艺术，保质
期是从前一年的12月底
持续到来年的2月底，一
般能保存70到80天。即
使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冰
雕作品，最后只剩下一
张照片留个念想，其他
的痕迹都没办法留下。

这些作品的归宿都
是就地拆除，我们自己
的团队也参与过拆除工
作，一开始会觉得心痛，
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
现在看到作品一点点消
失，我更多的感受是一
年又这么过去了。

记者：参与国际冰
雕比赛时，你的雕刻工
作会更看重哪些方面？

胡松：在参加比赛
时，更多考虑的是要做
到极致，冰雕原材料本
身的承载能力有限，在
这些特性上打磨，要珍
惜好每一次机会，冰雕
很难复制出第二件作
品。因为冰雕的容错率
很低，一旦出错基本没
有修复的余地，所以要
在能力范围内，避免出
现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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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了心回农村

乳山的雪下了几日，李家琦抓
紧把窗户用薄膜封上，西北风还是
钻进屋，冻得人直流鼻涕。这个小
院是村民的闲置房，李家琦住了一
年多，烧炕已经很在行。

到农村，是李家琦铁了心要
来的。

2021年，山东省委组织部在
浙江大学进行2022年选调生政策
宣讲。当时，浙江大学博士李家琦
已经签约浙江选调生。考虑到老
家在山东济宁，最终他还是选择
报名山东专额定向选调生，并顺
利上岸。

2022年8月18日，李家琦记得
很清楚，他第一次来到乳山龙角
山村。当时这个院子空空如也，他
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原本
我可以在镇上工作，但我想真正
到农村为村民做一些事。所以我
能到这个村，哪怕条件再差，也欣
然接受。”

李家琦坦言，“当时没想过自
己有多大作用，我就想能做一点
小事、真事、实事。”

读书读了很多年，好不容易
走出农村，为什么不留在大城市？
很多人对此都不理解，但父母、妻
子表示支持。“各行各业都需要博
士，现在乡村振兴，更需要高学历
的年轻人来做一些事情。”李家琦
觉得不亏。

对于村里住进一位名校博
士，小山村里有很多声音。有人好
奇，博士来村里能做什么？有人猜
测，博士吃不了苦，很快就会离
开。更多人就像看一个与自己无
关的“外人”。

四个月时间摸透村情

“李博士，来家吃饭！”从住所
到村委会的路上，村里的大叔大姨
遇到李家琦，都喊他去家里吃饭。

这个曾经距离小山村很“遥
远”的李博士，现在倒像是在村里
长大的孩子。

到龙角山村后，李家琦挨家挨
户走访。谁家几口人，家里收入状
况如何，靠啥养家，用四个月时间，
李家琦摸透了村里的情况。

他发现，龙角山村常住人口
有300多人，老年人占50%以上，
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养老问题。“建

养老院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很
多农村老人都顾虑到尊严的问
题，他们不能接受养老院的方
式。”他将摸排到的情况形成了居
家养老服务调研报告。

这份报告没有停留在纸面
上。目前，龙角山村开始尝试居家
养老服务，由低龄老人照顾高龄
老人换取信用积分，等低龄老人
年纪大了，可以用自己的信用积
分换取一定的养老服务。“难是难
了点儿。”李家琦认为这是可行并
且值得推广的模式。

在村里，难过的还有语言关。
不过，李家琦也有招儿。傍晚，他就
搬着小板凳，到村民扎堆的地方坐
着。“李博士，你知道gu zha是饺子
吗？”“李博士，你知道坐着站站是
什么意思吗？”慢慢地，李家琦也说
起了当地方言。

烧炕，做饭，冬天不能洗澡，
这些生活上的困难，他都能接受。
对李家琦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开
展工作。“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融
入他们。”他为村民写介绍信，带
村民跳广场舞。时间久了，村民之
间一传十十传百，都觉得这个李
博士“不一般”。

建直播基地当“网红”

今年3月，村里6个大棚的12
亩芹菜滞销，这可把老乡愁坏了。
李家琦决定通过抖音平台帮村民
卖芹菜。李家琦录制了相关视频，
视频播放后，他一天接到40多个
订购电话，很快就把芹菜卖光了。

龙角山村是威海地区比较偏
远的小山村，基础条件比较薄弱。
村民多种植油桃、板栗，而这些基
本上都是通过小商贩来销售。村党
支部书记许同惠对李家琦说：“我
之前就想做新媒体，但是没做起
来。如果你这个博士来到村里，两
年时间还没有做起来的话，我们可
能就永远都做不起来了。”

作为一个驻村干部当网红，
李家琦内心有些抵触。但他知道，
做新媒体有可能会给村里带来一
些发展机会。一番思想斗争之后，
李家琦决定尝试一下。

第二天，许同惠带领村民把
几间房子中间的隔断墙砸掉。这
一砸，砸出了他们做新媒体的决
心。仅仅三天时间，他们建成了直
播基地。

4月，李家琦开始拍视频，并
创办了两个视频账号。没有经验，
没有技术，他就反复摸索。起初，
带货还没“火起来”，但附近村里

孩子填报志愿的、找工作的，都跑
来找李家琦。

8月，李家琦开始直播卖村里
的40多亩珍珠枣油桃。第一天卖
了一两百单，最多的时候一天卖
了500多单。这样的数据，让李家
琦感觉振奋。

但没有想到，9月份卖板栗的
时候，他就没有了这样的好运。那
段时间，李家琦没日没夜地直播，
有时一天最多只能卖10单。但他
坚持直播，最后13000多斤板栗销
售一空。

在镜头下，一切都可能被放
大。从第一天做新媒体起，李家琦
就清楚需要面临很多声音和压
力。“我从来没有被不好的声音给
吓倒过，做事一定得坚定。”

舍不得离开

小山村的声音传了出去。村
民许同智去镇上赶集，提起自己
是龙角山村人。对方说：“你们村
有个名校博士！”老许觉得，现在
村里人人都成网红了。

李家琦还成了一种“现象”。
现在，网上出现一些类似的选调
生驻村的视频账号。“很多年轻人
看到高学历的人到村里之后，能
做事，能干事。”李家琦说。

按照规定，李家琦要驻村两
年，现在还剩下8个月的时间。他
还有很多事情想做，“最大的心愿
就是推进解决我们村里老年人的
养老问题。”

目前，李家琦正在规划的另
一件大事就是发展乡村旅游。龙
角山村依山傍水，但是村子的环
境优势一直没有很好地发挥出
来。现在，村里修建民宿，正进行
得如火如荼。

“农村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地
方。我有机会到农村，才能真正了
解农村。”在大学读书期间，李家
琦写过很多论文。这一次，他真正
在土地上“写论文”。

龙角山村的村旁有一条铁
路，每天都有绿皮火车经过。每到
夜深人静，李家琦就躺在炕上听
绿皮火车的声音。刚到村子的时
候，他总觉得两年时间很漫长。后
来，李家琦觉得时间过得真快。

“哪天我要离开村子的时候，跟许
大爷、郑大叔、许书记，还有邻居
大姨们告别，我都不能想象那会
是什么样的场景。”

大雪接连下了好几日，李家
琦清早出门去村委会工作时，发
现有人已帮他扫了门前的积雪。

来到威海乳山市育黎
镇龙角山村的一年多时
间，浙江大学博士李家琦
成了村里地地道道的“村
民”。发现农村养老问题，
李家琦创办“信用+积分+
居家养老”模式。面对村里
的发展瓶颈，他站到聚光
灯下当网红，让小山村传
出大声音。高学历人才到
农村究竟能做什么？现在，
李博士真正在土地上“写
论文”。

浙浙江江大大学学博博士士李李家家琦琦

报报名名山山东东专专额额定定向向选选调调生生，，

主主动动要要求求来来到到村村里里。。

胡松与他的冰雕作品合影。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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