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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王海波，从警察学校
毕业成为一名辅警，后来转型
成为一名导游，又从线下讲解
员变身线上主播，网名“西北
猫王”。

从事旅游工作 12年，最大
的梦想是通过我的讲解让更
多人了解宁夏、爱上宁夏。

当导游很辛苦，有时还会
被人看不起，但我一直坚持把
每一位到宁夏的游客当成最
好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我代
表着旅行社、代表着宁夏，我
要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
宁夏人的热情。

2015年夏天，我带着 40多
名游客在沙湖游玩，就在行程
即将结束时，两位游客突然把
我叫住，给我塞了 100 块钱。
我第一反应是抽手挣脱，但这
位 70 多岁的游客说：“我们年
龄大，行动缓慢，经常被嫌弃，
没想到在宁夏我们感受到了
不一样的照顾。”这两位游客
的年龄和我姥姥姥爷差不多，
一路上我把他们当姥姥、姥爷
照顾。因为是全国散客拼团，
游客互不认识，我不止一次地
给其他游客说，这次我们有老
人，旅游行程会慢一点，请大
家多体谅，全车 40多位游客特
别理解。虽然游览结束很晚，
但一车游客相处很融洽。在
我几次拒绝小费时，旁边几位
游客走过来说：“王导收下，这
是一份肯定。”两位老年游客
在旅游意见单背面写下整整
一页的感谢信。虽然带团很
辛苦，但是每每听到客人夸我们宁夏好、宁夏人好，
我内心不知道有多开心。

一次，旅游途中游客不慎受伤，我联系景区、协
调车辆、保险报备……受伤游客到医院检查后诊断
为骨裂，我每天下团都去医院看望他。让我意外的
是，返乡后，他给我寄来锦旗和感谢信，还介绍很多
朋友到宁夏旅游。

2020年初，和国内很多导游一样，我们因疫情
处于“半失业”状态，我无数次问自己，要不要坚持
下去。

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短视频。
把讲给游客的宁夏历史、人文故事用短视频的

形式再讲出来，通过短视频“云游宁夏”，这让我找
到了导游转型的新路子。从 2020年初开始，我陆续
发布了一系列短视频，用宁夏本地导游的身份为大
家讲解宁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没想到，很多外
省人看到视频后，都称赞我的家乡高大上，要来宁
夏旅游。

当然，做短视频，不只是做好讲解，我从零开始
学习，写文案、录视频、做剪辑……从开始一条视频
几百播放量，很快攀升到几千播放量。但我琢磨
着，短视频要想出圈，必须有个人特色，让大家记住
我这张面孔，记住我的声音，而且，要让宁夏出圈。

我尝试着策划了一系列有趣又有料的短视频：
《宁夏，为什么最低调还有实力》《曹操的老师是宁
夏人》《贺兰山，真正的王者》《看了山海情，记得来
宁夏》……为了让讲解更吸引人，在这些短视频中，
我查找资料，把生硬的讲解词变成有自己特色的语
言，再添加上宁夏的文旅视频画面，没承想视频播
放量很快过万，甚至几十万，有不少外地游客私信
我，说要来宁夏旅游必须让我带团。

3 年时间，359 条短视频，目前，我全网粉丝
70 多万。其中 2021 年 8 月发布的《一条视频爱上
它》讲述了沙漠之舟——骆驼的各种知识，播放量
超过千万，点赞量 22万多，6100多条评论。我的粉
丝量也一下子增长了好几万。

这期间，我还参加了央视新闻“跟着黄河入大
海”直播，和央视新闻连线，介绍黄河宁夏段和羊皮
筏子，向全国网友推荐我的家乡。

总感觉自己肩上有一种责任，通过短视频让更
多人了解宁夏的历史文化、美食美景，让更多的朋
友爱上宁夏，在宁夏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的梦想始终没变，用自己的声音把宁夏讲给
全世界听。

（文字整理：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铁
志平 张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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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听视频博主讲述宁夏故事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让自媒体异军突起，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自媒体人，他们活跃在社交媒体上，追

逐流量也被流量追逐。在宁夏，有几位网红达人通过短视频展示宁夏的人文和自然景观，讲述不一样的宁夏故事。
今天，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是如何成为网红达人的，又是如何让网友通过他们的作品认识宁夏的。

@宁夏牧飒和姐姐在直播中。

3年时间，812部短视频，10亿次播
放量，获赞500多万个……从2019年创
立账号开始，我把绝大多数的业余时
间都投入到这个账号的运维中。

我是刘玉飞，2019 年，从部队转
业，利用空档期自驾去西藏。带着人
生第一架无人机，记录了从川藏线入
藏和从青藏线返银沿途各个地方的航
拍画面。

“谢谢你带给我们飞一般的感觉”
“有幸我家在这幅妙图之内”“远在异
乡的游子看到航拍的家乡竟然热泪盈
眶”……当我将视频制作上传到网上
的时候，吸引了众多网友喜爱，很多离
开家乡在外打拼的人看到视频纷纷给
我留言。

这趟西藏之旅，给了我很大触动
和启发——我要用无人机视角记录宁
夏，记录家乡的发展变化。

这 3年多时间，我几乎跑遍宁夏各
个市县区，正如我在抖音号介绍所说：
用心记录宁夏壮美大地，带你感受家
乡的发展和变化。

2022 年 2 月 19 日，周六，大风，零
下12摄氏度。

拉开窗帘，远处贺兰山呈现的景
象震撼了我，一夜大风，白雪覆盖的贺
兰山清晰可见，山顶流动着大片云海，
太壮观了。

狂喜之余，我冲出门。下车后，刺
骨的寒风甚至超出无人机正常的抗风
能力。

低估了当天的拍摄环境。飞机在
强风中倔强起飞，遥控器一直提示遭
遇强风的警报，手指变得僵硬，但通过
飞机图传回来的画面，让我震撼不已。
宁夏古八景之一的“贺兰晴雪”以最饱
满的状态浮现在眼前，生活在这片土地
几十年，第一次见贺兰山这么美，内心
激动而敬畏。

在拍摄冰冻阅海湖和贺兰山同框
的景象时，克服着强风带来的干扰，专
心盯着屏幕并尝试在不同高度进行拍
摄。然而，由于风力过强，无人机在逆

风情况下很难返航，眼看飞机电量逐渐下降，我降低飞机高度
给足返航电量，最终飞机缓缓返回，电池电量显示为0%。

2022年 11月 11日，贺兰山普降瑞雪。12日凌晨，我和朋
友再次负重四五十公斤徒步登山3个多小时，去拍云海日出。

我们架起相机，正在寻找最佳拍摄角度，突然一转身，看
见冉冉升起的太阳旁边，一颗又大又亮的飞行物快速升空。
快拍快拍！我一边呼叫一边拿起手机开始拍摄，仅仅两分钟
的时间，我拍摄了4组视频。

当时第一感觉是飞机，但它的速度之快，亮度之强是普通
飞机无法比拟的。火箭！我竟然拍到了火箭升空、冲破大气
层、完成分离的全过程！整个火箭犹如一只巨大的蝌蚪，迎着
日出和朝霞冲上云霄，震撼无比。

拍完后，我搜索到央视新闻报道：当天 6时 52分，我国在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激动之余，我
在山顶上拿出电脑制作了 22秒的短视频，发布后播放量迅速
升至上千万，视频号播放量也超过 100万。10余家国内主流
媒体以《云海三号卫星发射成功，宁夏摄影师拍下“火箭云”划
破长空》为题转载，点赞量超300万。更没想到，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和银川当地保障负责人也找到我，表示这个视频是国内
目前拍摄到的最棒的第三视角视频之一，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四组视频被官方收藏。

两年时间用航拍记录“宁夏二十一景”——这是我的新计
划，目前已经完成 85%的拍摄进度。我想，这不仅仅是文旅资
源的简单拍摄，也是记录宁夏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
明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取得的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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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毕业一年来第三份裁员通知，这次被裁彻底
斩断了我对这座城市的最后一丝执念。

闲暇时间，我喜欢刷短视频。作为农民的儿
子，我关注各种“三农”题材。渐渐发现，家乡的
美景、美食和风土物产，一点也不比外地逊色，但
宁夏在短视频平台做这些题材的几乎还是空白。

回到家乡中宁县大战场镇，我顶着随处可见
的异样目光和无处不在的压力，拿起手机开始
创作。

白天，跟着父母屋内、屋外田间地头拍摄
短视频素材。晚上，绞尽脑汁，剪辑、配乐、配
文案……边拍摄边思考，边剪辑边摸索，像上满
发条的闹钟，不知疲倦，不分昼夜。

一天一更新，并对视频质量精益求精。五六
分钟的视频，背后是十倍百倍的素材。功夫不负
有心人，别样的西北农村生活让许多外地人爱上
了宁夏，“妈妈的味道”引发无数游子的乡愁，粉
丝们追逐我的每一条视频，播放量、点赞和评论
数不断上涨。

“切点红辣子、切点绿辣子”“再切点我们宁
夏的好牛肉”“锅里面倒点胡麻油”……创作初
期，我视频里色香味俱全的宁夏美食和琳琅满目
的土特产，包括我的口头禅，都备受粉丝喜爱，纷
纷询问如何购买。

“嘿，大家好，我是牧飒……”回想起第一次
和姐姐车车一起站在镜头前直播的情景，兴奋而
忐忑，就像又面临一次高考，而千千万万的网友
就像是阅卷人。直播成功了！这个成功不仅仅
是销售额，最重要的是满屏的鼓励、祝福和赞
誉。姐姐出色的控场能力和语言天赋仿佛与生
俱来，给我护航。

首次直播一炮打响，让全家人吃下
一颗定心丸，也让原来因为拍

摄短视频而有些自卑的
父母开始觉得这

是一件光荣

的事情。家人不再排斥和抗拒，甚至还会给我提
供一些中肯的建议和新鲜的点子。

打开助农直播的大门后，我的目光更多地转
向家乡的土特产，毕竟这些都是我从小耳熟能详
的，知道好在哪里，在直播间推荐起来也更得心
应手。

硒砂瓜久负盛名。巧合的是，我的表姐正是
硒砂瓜种植大户。2022年 7月，一场轰轰烈烈的
硒砂瓜专场直播拉开帷幕，4个小时销售 100吨，
打破了中卫市硒砂瓜单场直播销售纪录。从此，
中宁枸杞、宁夏滩羊、灵武长枣、胡麻油、黄花菜、
八宝茶等宁夏本土名优特产源源不断地走进我
的直播间，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我也借中国农民
丰收节、山货丰收季、助农惠企年货节等契机，将
宁夏越来越多的土特产销往全国各地。

2023年 1月 6日，我获得央视农业农村频道
邀请，开启“带上好物产，回家过大年”大型融媒
体年货惠民直播活动。当天直播间累计观看量
超过千余万人次，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达 7.7万
人，一度冲上抖音“食遍天下”带货榜第 2名，直播
销售总金额累计超过千万元。

借助央视平台，进一步拓展了宁夏名优特产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但相比锦上添花，雪中送炭
往往更难能可贵。

3月的宁夏同心春寒料峭，而比寒冷更残酷
的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同心红葱的滞销。同
心是我妈妈的老家，得知同心红葱滞销的次日，
我赶赴同心县田老庄乡深沟村万亩红葱基地，为
同心红葱打 call。在 5 分半钟的视频里，我细致
地呈现了同心红葱恶劣而独特的生存环境，也展
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像红葱一样顽强坚韧的
精神面貌。这条视频直接带动销售红葱 70多吨，
满怀感激的村民为我送来一面鲜红的锦旗。

红葱事件让我对助农直播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全国各地像同心红葱一样缺乏销售渠道而滞
销的土特产肯定还有不少。

于是，从北京到海南，从湖北到福建，从新
疆喀什到云南西双版纳，我助农直播的足迹遍
布全国。

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我第二次应邀
走进央视直播间。这一次，我开启“疯狂带货”模
式，短短 8个小时，狂销胡麻油、滩羊肉、枸杞等

宁夏土特产 20万单，其中仅灵武长枣就销售
了50多吨，销售额超过千万元。

短短 1 年多时间，我从自发的助农
直播成长为抖音官方认证的“新农村

守护人”，并且在全国第二届社会
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大会上荣获
“公益助农大使”称号。

广阔的农村天地是一个
亟待开发的巨大宝藏，我将
把属于农民的“诗和远方”
写在家乡宁夏的大地上，
写在祖国大地上。

@宁夏牧飒：

把农民的“诗和远方”
写 在 家 乡 大 地 上

王海波：宁夏故事我来讲。

刘玉飞一直在路上刘玉飞一直在路上。（。（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