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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里“憋”了四天
剪出第一条短视频

在高唐县琉璃寺镇琉璃寺村
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豆角挂满了
秧，小葱经过微雨洗礼后郁郁葱
葱，今年69岁的张德申正戴着老花
镜在写下一期的视频文案。

谈起为何要进行短视频创作，
张德申直言，只是为了丰富退休后
的精神文化生活。从20岁开始，张德
申就在村里担任会计，后来又当选
为村党支部书记。从村党支部书记
的岗位上退休后，张德申一直想找
到一种能够丰富老年生活的爱好。

“别人退休后去打麻将、打扑
克，或者去跳广场舞、唱歌，但是这
些我都不喜欢。我看到别人发短视
频，就萌生了自己做短视频发到网
上的想法。”张德申说。

说做就做，他制作第一条短视
频用了4天时间，除了吃饭和休息
外，他就在屋里边学习边制作。写
视频文案，反复打磨封面标题，经
过多次修改后，他的第一条短视频
才发到网上。

“为了做好短视频，我买了3个
三脚架，短中长都有，每个角度都
能拍到。为了保证视频的清晰度，
我三年换了3个手机，现在这个手
机刚买不久。”张德申说。

加字幕、改错字……
教人种菜必须得专业

在接连发布了多条视频后，张
德申看到很多粉丝留言说，很愿意

看他的视频，但他用的是高唐方
言，没有字幕，听不懂他说的是什
么……为了满足粉丝的要求，张德
申又重新研究如何加字幕。

“我当时真的不会加字幕，粉
丝们提了很多建议，我意识到这样
不行，就开始研究怎么加字幕，后
来发现剪辑软件里有一个声音识
别字幕的功能，我这才算把字幕加
上去。”张德申说。

字幕加上了，但新的问题又来
了，由于软件只识别普通话，张德申
的高唐方言不能被完全识别准确，
导致字幕里有很多错别字。他不知
道如何更改字幕，只能将错就错。

“因为字幕上的错别字，还闹
了一次笑话，我在讲解秋黄瓜该如
何种植的时候，本应该是2至3天出
苗，结果软件识别出来的是23天出
苗。”张德申说，这样会让粉丝觉得
很不专业，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搞明
白如何更改字幕。

经过多次研究后，张德申终于
学会了更改错别字，后来经过不断
琢磨，又学会了如何添加画中画。

谈到为什么要在短视频里讲
解农作物的种植知识，张德申表示
自己种过20多年的蔬菜，积累了一
些经验，希望通过短视频把这些经
验分享出去。

12万粉丝跟他学种菜
暂时不考虑带货

在张德申的家中，记者见到了
前来串门的邻居高玉英。高玉英对
张德申做短视频这件事的评价是

“很是那么回事”。她告诉记者，张
德申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每次
更新视频，她都会点赞，也会跟着

他的视频种菜。什么季节种什么
菜，张德申都会提前发布视频。

“好多人给他打电话让他带
货，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年纪大了，
怕他身体吃不消。我比任何人都担
心老伴的身体，这是家里的顶梁
柱，把他累坏了怎么办啊！我也知
道钱重要，可是命比任何东西都重
要。”张德申的妻子罗玉凤说。

罗玉凤表示，她老伴脑子非常
聪明，但是平时不太爱说话，他一
开始做短视频，她就非常支持。以
前张德申喜欢唱京剧，现在嗓子不
太好了，做短视频也是丰富他的老
年生活。

“张德申按辈分我得喊爷爷，这
个爷爷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他还没
退休的时候，家庭出了一些变故，闺
女和儿子都得了病，每天都要吃药，
要搁一般家庭来说，没法过了。我没
寻思他能大红。”同村村民张庆海
说，他的看法是，张德申做短视频慢
慢地自己把自己给治愈了，这也算
是精神上的一种解脱吧。

“我现在有12万粉丝，老年人
粉丝能占到60％以上，很多退休职
工都看我的视频，跟我学种菜。”张
德申说，他现在走到哪里都会有人
认出来，并且亲切地称他“聊城老
张”。有一次，他带着闺女去城里的
医院看病，同病房的一个年轻人一
眼就认出了他。

在谈到家庭变故时，张德申
说，其实在种菜的过程当中，也有
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比如说地
里涝了，需要积极应对；大家过日
子也是一样，每个家庭都有自己
的事儿，都免不了有不如意的地
方，必须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
这个现实。

坚持做日更博主
还要勇闯天气领域

张德申表示，他一直坚持做到
每天都更新视频，但是他种的菜都
是一些露天蔬菜，春夏秋三季可以
讲解种菜的知识，在白菜萝卜都收
获后的冬天，更新短视频成了难题。
在经过不断思考后，他决定尝试一
下讲述村名的来历和村里的名人故
事，来丰富他的创作内容。

“我现在草稿箱里还存着好几
条视频，为的就是做到每天都更
新。”张德申说，现在他拍视频已经
上瘾了，每天不拍就感觉少点东西。

在张德申的书橱里放着很多
粉丝寄过来的书，除了一部分有关
农业知识的书外，最多的就是关于
村庄故事的，他冬天更新的视频大
部分都取材于此。

“我一开始讲了我们这个村及
周围村庄的故事，后来又讲粉丝寄
过来的书里的故事。”张德申说。

做短视频的近4年来，张德申
收获最大的就是心态越来越好了，
也愿意开口说话了，老年生活越来
越丰富多彩。

谈到未来的打算，张德申表示
会一直把“聊城老张”这个视频账
号做下去，并且还会听取粉丝的意
见建议，尝试着在天气知识领域做
一个账号。新账号打算取名为“老
张说天气”，因为天气和农业分不
开，所以他坚信他会在这个领域闯
出一片天地。

在采访结束后，“聊城老张”又
在他的小菜园里忙碌起来，除草、
翻土、掐顶……在蒙蒙细雨中，一
切都那么从容美好。

在聊城市高唐县琉璃寺
镇琉璃寺村，“聊城老张”张德
申可谓家喻户晓，村民们几乎
都是他的忠实粉丝。

“我认为人生有两个阶段
比较珍贵，一个是儿童时期，
另一个是老年时期，两个阶段
都可以获得无限乐趣，所以我
才要把握好我的老年幸福生
活。”从2020年9月份开始，张
德申自己写文案，自学拍摄剪
辑，凭借讲解农作物种植技术
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了12万
粉丝。

““聊聊城城老老张张””在在自自家家院院子子里里拍拍摄摄短短视视频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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