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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俊俊 实习生 黄
舒铃）此处乃竹都，春笋满山谷。时
下，走进萧山区义桥镇勤里村，处处
生机，连片的竹林随风舞动，竹林里
已有不少春笋在雨后冒出了头，当地
迎来了挖笋季。4月13日，由勤里
村、云峰村、北坞村联合多个区镇级
单位举行的义桥镇2024“乐”笋礼遇
日暨区融媒体中心“有π”研学基地
首场活动在这里举行。“有π”研学基
地的成立，为融媒小主播研学教育提
供了实践平台和广阔场地。

本次“有 π”研学基地首场活动
走进义桥镇，以“‘乐’笋礼遇日”为主
题，为近30户融媒小主播家庭准备
了一次趣味十足的研学活动，除了挖
笋外，还能体验文艺演出、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南坞勒笋、品尝竹笋美
食等活动。

在开幕式上，精彩的表演吸引了
众多观众的目光，为活动拉开了序
幕。“笋王”评比争霸赛更是成为了一
大亮点，拔得头筹的毛笋无疑是这场
争霸赛的焦点，其高度达108厘米，
直径最粗处达30厘米，引得现场的
小主播们连连赞叹，纷纷用镜头记录
下这根惊人的巨笋，更加兴奋地致力
于挖出更大的笋。

开幕式后，小主播们欣赏了区级
非遗南坞勒笋的制作过程，目不转睛
地观看老师们娴熟的手法和传统工
艺，跃跃欲试想要亲自动手制作。随
后，小主播们品尝了竹笋美食，舌尖
上的美味让他们赞叹不已。

最让小主播们感兴趣的，莫过于
剥笋环节。在挑选毛笋时，竞争激烈

的火花就已经迸发。他们挑选与自己
半高的毛笋，迅速展开行动。经过一
番努力，剥完笋皮后，他们不忘与自己
的成果合影，留下这难忘时刻的记忆。

体验活动后，小主播们跟随带队
老师上山，迎接挖笋的乐趣。雨后的
山林，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泥
土清香，毛笋在春雨的滋润下更显得
鲜嫩。小主播们和家长一起合作，用
小锄头挖掘竹林中的毛笋。找到露
出尖尖的毛笋后，用小锄头拨开周围
的泥土，锄头对着笋根稍一勾便带起
整只毛笋来。遇到难以挖出的毛笋
时，工作人员会帮忙一起挖。大家齐
心协力，团队合作，将那些“顽固”的
毛笋挖出来。最终，大家都收获满
满，每个人手中都装满了一袋子毛
笋，带着满足和喜悦的笑容返回。

本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有趣的户
外体验，更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文
化之旅，为小主播们打开了一扇了解
传统工艺、感受农户生活的窗口，留
下了美好而珍贵的回忆。

值得一提的是，区融媒体中心首
个“有π”研学基地当天正式“落户”
萧山生态文明馆。依托义桥南坞山
区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资
源，今后基地将积极探索“研学+”模
式，赋能地区经济发展。 今后，“有
π”研学基地还将以当地乡土资源和
文化为切入点，依托区融媒体中心强
大媒体资源，挖掘乡村生态优势，带
领融媒小主播走访萧然大地，探访家
乡美景好物，发现无限惊喜，以传习
的方式传承和传播乡村地域文化，推
动乡村蝶变，推动共富。

融媒小主播首个研学基地挂牌
首场活动做足“笋”文章

本报讯（文/记者 高艺炯 实习生 钱
睿 摄/记者 旷野）你了解广播吗？你想
与主持人同台录制节目吗？你想在镜头
前评热点、探深意吗？快来加入我们
吧！舞台已经开启！

在走进劲松小学、贺知章小学、金山
小学等数所学校后，日前，融媒小主播选
拔赛再次拉开帷幕。这一次我们来到萧
山区市心小学，与那些有小主播梦的同
学们面对面，助力每个舞台梦！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同学们
排好队列签到、入座，静静等待着这场盛
会的开始。11时 45分，在热烈的掌声
中，市心小学的小主持人宣布本次选拔
赛开幕。

参赛的选手们在舞台上大方展示着
自己的风采。孩子们以不同情感演绎不
同主题，将自己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令现场评委观众深深感受到语言的魅

力。16号小选手裘奕蕴，为大家带来朗
诵《星星》，活泼开朗，吐字清晰，获得了
宝贵的晋级卡。36号小选手甄好，用评
书的方式打开《西游记》，吸引了台下评
委的注意力，也获得了小朋友的应援！

对每一个演出，评委老师们从各个维
度给出了专业的点评，肯定小选手的优势
和特色的同时，还针对小选手存在的问题
提出意见，并给出专业指导。

16时30分，近百名小选手亮相后，
融媒小主播选拔赛市心小学站圆满结
束。

还有好消息，后续融媒小主播还将
与更多有梦想的孩子面对面。另外，线
上海选报名通道也已开启，关注萧山网
微信公众号，点击小主播在线报名，点击
最上方“选拔通道”链接图，即可获得线
上报名渠道。加入融媒小主播，一起为
萧山代言！

评书趣说《西游记》、各类器乐展才艺

融媒小主播选拔赛走进市心小学

■记者高艺炯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人们与故土青山始终有着割舍不断
的联系，对于遭遇多元文化、身处变革时
代的青年来说，故乡的力量依旧深深影响
着每个人，无论身处何地、无论离开多久，
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遥远故土的脉脉眷
恋和深深积淀。

楼丹妮也不例外。
作为楼塔新联会会长、杭州仙岩百药

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如今的她从“舒适
圈”跳脱出来，返乡创业，不仅解决村民富
余劳动力的问题，还利用总公司的平台，
将家乡的文化和产品推广出去，从而提高
村民的经济收入，助力共同富裕。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更多有想
法返乡创业的青年一种可能性：农村从未
封闭，从未被抛离新商业与新技术之外，

“我想让大家看到，返乡创业不仅是因为
情义，也是真的大有可为。”

从舒适圈到“自找苦吃”

“矮房小院，炊烟升起的时候，鼻尖
闻得到土灶和谷物碳化的香气。路上两
排水杉树，红绿交织间四季变迁，看到水
杉，便知家就近了。”生于楼塔、长在城
里，这是楼丹妮眼中关于家的回忆。于
幼时的她而言，这个需要驱车一个多小
时的“家乡”，更像是一个周末“度假”的
地方。

大学毕业后，她考到了杭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人力资源部，在城区立足、成家，日
子趋向平稳，时间也在不温不火中过去了
八年。回乡的概念停留在每年春节。

转变，发生在2021年。
2021年 7月，在外打拼近30年的父

亲楼中平决心率先响应省委省政府“两
进两回”的号召，把在外已发展平稳壮大
的企业迁回楼塔家乡。“父亲的乡土情结
一直很深，他时常感慨，家乡的好，知晓
的人实在太少。”她也觉得可惜，但感触
并不深刻，直到一次陪同父亲接受媒体
采访，对着镜头的楼中平滔滔不绝地描
述着家乡的山水文化、发展规划，眼睛里
充满了光。

“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父亲说首先
要让村里的老人过得有尊严。”对于从小
家庭重孝、生活美满的她来说，这句话如
醍醐灌顶一般，“尤其实地了解以后，才发
现很多老人非常需要帮助，那个时候我才
意识到作为年轻一代肩上的责任和义
务。”

情怀和期待被揉成一团，一个从未

有过的念头萌生了：与其在办公室内度
过一年四季，为什么不给自己另一种可
能？

这个想法遭到了母亲的反对，毕竟对
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体制内”“平淡安稳”

“相夫教子”似乎是最佳的三个状态。不
过，作为乡贤的父亲却十分支持和鼓励，

“也是因为有了他的支持，我才有底气。”
2021年，楼丹妮正式提交了离职申请，回
到了楼塔。

从“逐梦乡村”到“筑梦乡村”

一束光亮起，盲区总会随之而来。
“要一下子适应创业的思维和模式，

真的很难。”2022年初，她开始接手管理杭
州仙岩百药食品有限公司，对她的人生而
言，一切似乎从零开始，“这个阶段，我的
父亲可以说是我的创业导师。”

公司创建的各个环节、如何对接资
源，在父亲的经验指引下，她在商业和管
理能力上有了显著的提高。

与此同时，她进一步挖掘楼塔传统文
化，结合楼塔楼英文化，引入药食同源的
理念，创新研发保健食品；公司步入正轨
后，她进一步增设岗位，面向当地尤其本
土青年广发“英雄帖”，助力有志青年“家
门口就业”。

一路向好的同时，她记着父亲那句
话：要让村里的老人活得有尊严。

“刚好我的爷爷奶奶快金婚了，早年
条件艰苦，二老都没有办过婚礼，趁此机
会，所以我就着手策划，想给10对钻金婚
的老人补办婚礼。”她怎么也没想到，消息
一发出，报名人数超乎预期，“大部分老人

的子女，在外打拼，聚少离多，就觉得这次
是个很不错的机会。”

世纪婚庆安排在敬老之家慈孝大礼
堂。活动当天，盛况空前。中式布景，银
发秀禾，马褂圆帽，老人们化着精致的妆，
靓丽的配饰下是满目笑意与幸福。

事实上筹备工作很不容易，对接、布
景、服装、道具等等，还要考虑老人们的身
体状况，楼丹妮肩负的压力不小。“但活动
结束以后，收到了铺天盖地的信息，都是
老人的子女们发来表示感谢。”她告诉记
者，有一位老人此后没几个月便去世了，
接到老人子女的电话，她略感酸楚，但对
方表示，幸好参加了这场婚礼，留下了这
么美好的照片和回忆，作为子女，也没有
遗憾了。

那一刻，她无比真实地感受到：回乡，
确实不失为一种好选择。

从“新力量”到“兴力量”

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楼丹妮是这片
土地的同行者，而她也希望找到更多同路
的人。

所以当镇里找到她，希望成立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时，她毫不犹豫地加
入，她很清楚仅凭一个人能做的有限，“要
有无数个我这样的人才能改变家乡。”

谈及未来新联会的发展方向，楼丹妮
信心满满，“目前楼塔新联会成立初期，但
相关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开展了。”她表示，
接下来，新联会会着眼于慈善和公益，为
困难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

楼塔新联会成立当天，楼丹妮作为会
长发言。

“不过我们希望这种支持不仅着眼于
物质。”她希望最大程度发挥青年和新阶
人士的独特活力，“青少年是发展的未来，
我们设想针对留守农村的困难家庭儿童
给予一些精神帮助，比如组织一些集体活
动如研学、户外拓展、心理课程等等，丰富
他们的精神生活。”

从大山中走出来又回到大山，如楼
丹妮一样的新力量正在成为全新的桥
梁，连接着广阔的世界。而那些回到楼
塔的年轻人，也正亲历自己家乡的变化，
寻到完整、充实、自我主宰又充满力量的
生活。

当越来越多的新青年凝聚成新力量，
乡村也会为“返乡路”保驾护航。据了解，
近年来，楼塔镇重视引才，进一步筑巢引
雁，成立新联会，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组织，完善各种制度，充分发挥新阶
人士在技术、理念、业态等方面的优势，促
使要素资源上山下乡，让新力量成为兴力
量。

乡村与青年，互相吸引、互相成就、双
向奔赴！青春不设限，山乡大地涌热潮，

“新力量”终将成为“兴力量”。
（扫下方二维码可查看视频）

■文/记者蔡少鸣摄/记者来陈华

融媒小主播的福利又升级了！广受孩子喜
欢的大鹏老师为融媒小主播们带来了语言表达
提升课。上镜有哪些技巧？语言表达能力如何
提升？怎样做声音的主人？……主持人手把手
传授“干货”，这样的机会，让参加的小主播各个
收获满满！

上镜技巧提形象

万事开头难，这句话在主播这一行业有着最
真实的写照，能否在第一时间吸引住观众的眼
球，直接决定了整条播报的走向。这时候，在镜
头前有一个良好的个人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的
第一印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大鹏老师的第一课便是围绕这一方面，为同
学们详细讲解了主播出镜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
项，包括服装的选择、在镜头前站立的姿势、手的
摆放位置、话筒的握法、手卡的握法以及微表情
和眼神的控制方法等。

同学们都听得十分认真，有些一边听一边还
跟着做起了动作，在得到老师的肯定后，更是开心
得合不拢嘴。

语言表达显专业

身为一名主播，专业素养主要就体现在语音
语调和语言表达能力上。

大鹏老师的第二课便是教会大家如何去找
准自己的发音，以及提升语言表达的能力。他首
先让同学们挨个尝试了一段语音播报，并针对每
个同学在发音上所存在的吃字、前后鼻音、咬舌
等问题进行了讲解和指导。

随后，他通过即兴问答的形式，将事先准备好
的各类问题发给同学们，考验大家的临场应变能
力，包括回答过程中如何表达，以及如何组织语言，
并亲身进行示范，让同学们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一堂课下来，同学们的发音都有了明显改
善，语言表达能力也有了不少提升，一部分同学
在下课后还依依不舍地围着大鹏老师进行提问。

接下去区融媒体中心还将推出大鹏精品课
程，针对5—1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语音、表达
能力等语言方面的专业指导。咨询请联系：
18072702615、13291944876。

楼丹妮：返乡创业不仅是因为情义 也是真的大有可为

融媒小主播开课啦
首次课程干货满满

老师介绍：
刘鹏，萧山区融

媒体中心主持人、一
级播音员、普通话一
级甲等、有声语言十
余年教学经验，学员
涉及青少年、中老年
等全年龄段，擅长声
音塑造、文艺作品演
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