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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
短视频的火爆，不
但推动了传统职业
的转型，更孕育和
催生了很多新职
业，呈现出强大的
就业吸纳能力，成
为扩大就业和消费
的有效途径，既丰
富了人们的物质精
神生活，也为促进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的动
能。诸多女性站在
短视频“风口”拥抱
新事业，提升成长
能力，收获别样精
彩。

站在短视频站在短视频““风口风口””的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孕育和催生出174个新职业，为
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围绕这一现象，聚
焦这一领域的女性从业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与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
刚展开对话，张成刚肯定了短视频直播在催生新职业、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女性在其中所
展现出的独特价值。

记者：您认为短视频直播平台对于创新就业方式、拓
展就业渠道等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领域？

张成刚：当前，“短视频+直播”已成为一种商业形态，
对我国现有经济和商业模式带来较大改变，特别是催生了
一些新职业。其中最典型的是互联网营销师，也就是“直
播带货”，另外还有“直播带岗”等，产生这么多新的商业模

式，是我们在最初设立互联网营销师这一职业时没有想到
的。

直播带货已经开始颠覆企业营销的基本模式，很多企
业通过“短视频+直播”辟出新的发展路径，极大改变了整
个市场运行的生态；直播带岗也成了蓝领招聘非常重要的
一种模式，成为招聘行业发展的一条新赛道；短视频、短剧
这一新模式的出现，也极大带动了曾一度处于闲置状态的
影视拍摄基地，包括周边的餐饮、住宿等。从这几个例子
可以看出，这种新业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消费等，未来也
可以预见，短视频平台还将在电商、社交、本地生活等方面
发力，催生更多新职业。

记者：您如何看待直播带货在助力女性就业创业方面
的作用？

张成刚：我们研究发现，从直播吸粉的角度来说，女性
展现出了较强的共情能力。直播吸引人的一大原因是能提

供情绪价值，而女性擅长感知和表达情绪。所以在这一职
业上，女性发挥出了天然优势。直播带货又是未来企业营
销、商品销售、电商发展的重要赛道，随着这条赛道规模不
断发展，女性在其中的从业规模、发挥的价值将越来越大。

乡村振兴中，很多返乡创业女性都在利用短视频平台
销售商品。我们在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调研时发现，村里
一半以上劳动力都是留守妇女，她们早上在地里一边干活
一边直播，向更多人展示劳动成果，从而扩大农产品销路、
进而提升收入。在她们看来，“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
活儿。”

总体上看，“短视频+直播”是适合女性的职业，女性借
助它能绽放出更大价值。

记者：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课题组调查表明，约九成
青年愿意尝试数字生态新职业。对于想尝试这一新职业
的青年，您有哪些建议？

张成刚：尝试这一新职业，最重要的是找到差异化。
“短视频+直播”的基础理论就是“人货场”理论。对于青年
来说，关键要有创新思维，要在“人货场”三方面分析自己
的优势地带，把优势通过直播扩大，才能获得理想成绩。

前不久，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比较了网络直播和外卖
骑手的收入，通过一个直辖市的数据发现，主播月均工资
比外卖骑手低6.8%，引发了“主播收入不如外卖员”的热
议。直播的特点是“头部效应”明显，“尾部主播”粉丝量
小，收入就上不去。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创新点，找到自
己的特殊价值所在，才能有流量、有粉丝，得到更好的回
报。

当下，在乡村振兴队伍中，能操作数字工具的主要还
是年轻人、大学生，所以年轻人要有情怀，积极尝试、投身
其中，既能创造自身价值，也能用这样的新模式带动村民
实现共同富裕。

——对话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
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女性借助“短视频+直播”能绽放出更大价值专

家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周韵曦 景韵润

从护士到拥有百万粉丝的B站知名时尚UP主，雁鸿
不仅成为花丝镶嵌非遗传承人，作品还登上米兰时装周的
秀场；“村播”格绒卓姆借助短视频让山货走出高原、致富
高原；“探店达人”程学艳有了不错的收入，也让家乡被更
多人看见……

她们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也是短视频直播业态之
下新职业的从业者。

近日，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正式发布《短视频直播生
态催生新职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报告》，报告指出，以快
手为代表的短视频直播生态推动传统职业视频化转型及
数字类新职业发展，带动普惠型就业创业。研究表明，快
手平台孕育和催生了174个新职业，创造3621万个就业岗
位。

既推动传统职业线上化升级，又通过新业态带来新职
业和就业大幅扩容，短视频“风口”上，正创造着一次次极
具普惠意义的获得感。

新新发展
“互联网营销师”“信息流广告营销专家”“探店达人”

“互联网招聘师”“房产主播经纪人”……近年来，短视频直
播生态在直播电商、商业广告、本地生活、内容创作、直播
产业、技术服务等领域，创造了诸多就业机会，并助力实现
高质量充分就业。

“传统文化传承师”雁鸿便是其中之一。
在做了两年护士后，渴望自由终究战胜了求安求稳。

生于成都的“85后”雁鸿，“一直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总希望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先是开小店卖饰品和服装，之后学习化妆，成了一名
婚礼化妆师。在这个过程中，雁鸿发现新娘的饰品同质性
强，过于单一，于是她试着自己给新娘做饰品，“大家觉得
我做得好看又有创意，就建议我发到网上去。”雁鸿说。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那时起，雁鸿开始琢磨第一
个面世的作品。

2018年，电视剧《延禧攻略》热播，剧中富察皇后佩戴
的绒花头饰非常别致，雁鸿尝试着把扭扭棒拧一拧，感觉
蛮像。于是，她就下心思模仿，做了几款绒花头饰，录制后
发布在B站上。“当时短视频还没这么火爆，但是那条视频
有四五千的播放量、好几十条留言呢。我特别兴奋，特受
鼓舞。”回忆“首秀”，雁鸿依然激动。

网友的鼓励，更加激发了雁鸿做手工的兴致。在接下
来一年多时间，她制作了60多个手工作品、40多个妆面作
品，视频播放量突破1000万。比如，影视剧《知否知否，应
是绿肥红瘦》中明兰大婚时的凤冠，《如懿传》中如懿佩戴
的头饰、护甲，《十面埋伏》里章子怡的发饰等，都被她一一
还原。

从那时起，雁鸿成为B站最受关注的手工达人之一。
在还原古风造型路上，雁鸿越走越远。在200多件手

工饰品中，有的“珍宝”连雁鸿自己都被震撼到。2019年8
月，游戏里一顶绝美的京剧凤冠让雁鸿动了心思。她了解
到传统的凤冠是用花丝镶嵌和点翠工艺制作而成，非常复
杂，对自己是个不小的挑战。

如何替代？雁鸿决定用易拉罐掐丝代替花丝镶嵌，用
自己琢磨的仿点翠代替点翠——将易拉罐剪开，用砂纸
打磨出原色，把染色的鹅毛粘在画稿背面，剪切成型后贴
在易拉罐铝片上，做出蝴蝶、凤凰等配件，再进行掐丝、
组合……最终，花费近10天时间，18个易拉罐华丽变身
为一顶栩栩如生的京剧凤冠。“这是我在初期最满意的作
品之一，网友也非常喜欢。”雁鸿说，制作这顶京剧凤冠视
频的播放量超过了78万人次。

一次次的历练，一次次的掌声，让雁鸿有勇气尝试更
多的可能性。

2020年，雁鸿受国外设计师邀请，参与设计了11套
服装的头饰部分，作品登上米兰时装周秀场；她还受邀站
上英国牛津大学的讲台，分享自己制作手工艺品的创作经
历……这些，都成了雁鸿的高光时刻。

将作品展示于大众的视野中，在收获赞赏的同时，也
会听到批评的声音。“网友对我们还是比较严格的，这就是
视频相关工作的特点和挑战。”对于网友的不同声音，雁鸿
尽量理性看待，“故意抹黑，我就不理他。好的批评建议，
我会认真吸纳。”

也正是在网友的“批评”下，成就了雁鸿花丝镶嵌传承
人的身份。

在刚开始制作头饰时，雁鸿并不知道什么叫花丝镶
嵌，就去视频教程上模仿、用自己的办法替代。那时候，
有网友说“这个工艺不专业”，还有网友说“成都就有一位
花丝镶嵌技艺大师”。经过多方联系，雁鸿找到了这位大
师——成都银花丝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倪成
玉，并正式拜师学艺。

“在学习中，师傅身上那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让我
深受感动。”雁鸿感慨道，渐渐地，她也感受到自己身上的
那份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会努力钻研技艺，并用让人眼前
一亮的形式把它展现出来，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

新新机遇
在短视频直播生态下，雁鸿代表了有特长的青年人的

典型新职业道路。但哪怕没有这类专长，生于互联网时
代、对新事物天生敏感的青年人，也很容易在快手平台上

开启一份工作。
比如拥有三个孩子的“全职宝妈”程学艳。

“像这样一份三合一空气年糕，只要两块八毛八
哟。年糕稍微油炸后，每个都鼓得胖乎乎的，再搭配上
鸡柳薯条三合一，简直就是王炸组合。”在探店达人程学
艳的一个视频里，只见她双手各举着一盒年糕，带观众
走进某家空气年糕店，安利大家到店享用美食。

作为一名美食推荐官，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的程学
艳经常四处寻访当地好店，为它们拍摄视频、做团购、增
加热度。

“五点半起床，做饭，送孩子上学，然后趁空闲时间
剪辑视频，下午出门探店，完成两三个店的探店工作后，
接孩子回家，边烧菜边录视频的旁白。”这是程学艳的

“工作日程表”，今年35岁的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自己
运营着一个抖音账号，叫＠农村小妹探店。

2022年年底，程学艳从全职宝妈变成了探店达人，
一年间发了近600条视频，积累了2800多名粉丝，她告
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临泉县，有两三百个普通
宝妈和她一样，在带娃之余，空闲时间探探店、剪剪视
频、发发抖音。“大家每天都收拾得精精神神，化好妆出
现在镜头面前，越来越自信。”

“虽然我的粉丝数不是很多，但每个月能带来3000
多元的稳定收入。”这让程学艳特别知足，她用这份收入
给孩子们报兴趣班，逛游乐场，下馆子。这份时间自由
的工作，让她既能照顾好三个孩子，还能充实提高自己，
家人都非常支持。“探店这件事不是只有几百万粉丝的
大博主可以做，我们这样普通的人，只要用心，也可以
做。”程学艳感慨道。

成为“探店达人”源于一次培训。
在短视频、直播带货兴起后，临泉县组织了技能培

训班，不少宝妈参加培训班学习制作探店视频。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程学艳走进了教室。
在培训班学到拍摄、剪辑、直播等技能后，2022年

11月底，程学艳在朋友的陪伴下踏上了探店的道路，对
第一次拍摄探店视频，她记忆犹新。“我们的探店设备很
简单，一个支架，一台手机，麦克风和录音设备是几个姐
妹一起拼单凑的，鼓足勇气后，我们去螺蛳粉店试拍，那
时候面对镜头表情还很不自然，动作也不协调，剪辑也
花费了很长时间。”

程学艳说，起初总是状况百出，不是忘词，就是说
错，好不容易说顺了，却忘了按录制键。她们一边学、一
边拍，互相帮忙提词儿，摸索出了诀窍——面对镜头读
口播要像给孩子读故事那样，慢慢地，她们在镜头里放
松下来。

如今，她们已经游刃有余，程学艳每天与姐妹们结伴
来到约好的店家，熟练地互相帮忙拍摄。“现在，我更加能
感受到探店带来的乐趣，与我原来的工作相比，现在的探
店工作让我能随时随地向全国各地的网友推荐产品，看
到这么多粉丝的好评和老板们满意的笑容，我非常有成
就感，以前从来没想到自己能这样‘发光’。”程学艳说。

“对于我们，探店算得上是一份‘理想职业’。”程学
艳说，与县城上一代的母亲们相比，她们有了更多选择，
能在县城里获得不错的收入，又能陪伴孩子，这在以前
想都不敢想。“虽然我是一位很普通的妈妈，但我通过双
手，让生活变得更好，孩子们也为我感到自豪。”

某短视频平台发布的探店数据报告显示，2023年前
三季度，探店已为生活服务商家带来729亿元的经济收
益，58万达人通过探店获得稳定收入。

新新力量
报告显示，在短视频直播生态新职业中，青年人是

主力军，其中18~34岁占比55％。九成青年人对数字生
态新职业持看好态度，愿意进行尝试。

“雪地上的虫草最好找了！”视频里，指着雪地里冒
出的一寸大小的黑尖尖，满头雪花的“迷藏卓玛”跪在地
上给粉丝们做着科普。随后，她用工具奋力掘开冻僵的
泥土，小心翼翼地取出虫草。好不容易挖到的虫草被展
示在镜头前时，喜悦也随之“溢”出屏幕。

今年26岁的藏族姑娘格绒卓姆出生于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稻城县贡沙村。2017年，她在快手化身“迷
藏卓玛”，通过短视频展示在藏区采挖松茸虫草的寻

“宝”视频，不仅吸睛无数，还带火了村里的农产品销售，
被誉为“松茸西施”。

2017年初的一天，格绒卓姆偶然看到有朋友在快手
刷短视频，她一下子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看到天南海
北的人都借助短视频尽情展示才华、分享快乐，她也立
刻注册了App，尝试拍一些视频。

起初，她只是发一些美颜照片或风景照，点击量不
是很大。5月份是虫草季，一天，她正和母亲在山上挖虫
草，突然灵机一动，将挖虫草的视频试着发了出去。“当
时山中信号不好，我一直爬到海拔五六千米高的山顶，
才把视频发了出去。”

没想到，视频很快被平台推上了热门。50多万的播
放量，新增粉丝数千，还有几百人私信问她虫草价格，这
份“突如其来”让她“惊呆了”。

这次尝试，也让格绒卓姆赚到了“第一桶金”——
2000多元。

体验到短视频的“效能”，格绒卓姆和爱人决定全身
心投入做短视频、卖山货，成了村里第一个“村播”。

起初，二人的忙碌在村民眼中是“不务正业”，“大家
都说：这个人一天对着手机不知道在干啥。”格绒卓姆回
忆道。但靠着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原生态的视频不仅引

来了流量，也引来了生意，陆续有人找格绒卓姆购买当
地特色山货，很快，格绒卓姆家连同亲朋好友、邻居村
民的山货全都销售一空。

“以前我们只能靠当地小老板收购，不仅价格低、收
购也不固定，通过短视频销售，松茸每斤能高出五六块
钱，虫草每根也高了一两块钱，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满
足。”就这样，格绒卓姆不仅帮村民解决了山货滞销问题，
还打破了大山里的山货完全依赖收购商定价的局面。

自己的生活富裕了，格绒卓姆还一直想着村里人。
2019年，格绒卓姆参加了“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

培训后，便和爱人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全乡都是合作
社的成员，村民则是合作社最直接的受益者。

当虫草和松茸季来临时，合作社以高于收购商的
价格，收购村民手中的虫草、松茸，再进行统一包装集
中销售。

开办合作社，格绒卓姆最单纯的想法是不能让村
民吃亏。一次她生病在县上住院，没想到就是那两天，
收购商趁机压价。接到家人的电话，她连忙拔掉吊针
往回赶。“我自己就是挖山货长大的，知道有多不容易，
很多村民翻山越岭挖山货，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乡亲们
再吃亏。”

拿松茸来说，过去收购商的定价是100元一斤，现
在，合作社会以每斤120元的价格购买，精选出来后在
电商渠道分等级销售。

“一年直播下来能有几万订单，我们合作社一年的
销售额有四五百万元。”格绒卓姆告诉记者，合作社不
仅能稳定货源，还让村民们的收入翻了一番。

依托合作社，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大家的态
度也产生了明显变化。“现在，村民们都非常支持我，他
们经常跟我说，要好好经营，不能卖假货，一定要保证
品质。”格绒卓姆笑得爽朗。

入住平台6年来，在全网拥有400余万粉丝的格绒
卓姆共发布了500多条短视频，做了200多场助农直
播，家乡的虫草、松茸、藏香猪等通过她的直播间走向
了全国各地。

获得可观收入和实现个人价值，是人们选择从事
新职业的主要原因。类似格绒卓姆这样的“村播”在提
高收入的同时，也通过助农直播传播乡村风景文化和
产品，让更多农民加入其中，成为农业农村领域创新创
业的新生力量。

短视频和直播依靠打破信息传播壁垒、丰富内容
表现形式、降低平台应用门槛等优势，为破解乡村传统
难题、助力乡村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随着雁鸿的作品越来越精细和专业，网上发出想学
习此技艺的声音很多。应网友呼声，新的一年，雁鸿打
算拓展业务模式，一方面开展线上教学，开发材料包；一
方面组织线下课程，面对面传授。她的目标更加清晰：
做个踏踏实实的非遗匠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助农直播，希望能在宣传家乡
文化方面出一份力。”畅想未来的发展，程学艳的嘴角
忍不住上扬。2023年暑假，她们全家搬进了新买的三
居室，两个女儿一个房间，小儿子一个房间，两个房间
都摆上了崭新的书桌。“现在我们很知足，能在家乡陪
着孩子成长，全家人对新生活都充满了期盼。”

而格绒卓姆最迫切的则是“在村里找一位助播”，
作为一名“95后”“村播”，她希望能带动村里更多年轻
人加入其中，扎根家乡，把家乡的优质特产卖得更远、
更好，让村民们都能乘“云”而上、实现共同富裕。

某短视频平台的品牌口号是“记录美好生活”，在
雁鸿、程学艳、格绒卓姆们的小小世界里，她们努力表
达、沟通，链接着更大的世界，记录并找寻着属于自己
的美好生活。

雁鸿雁鸿

程学艳程学艳

格绒卓姆格绒卓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