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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这只是我的个人爱好，没想到在网
络上收获诸多关注与喜爱，这让我更坚定做
好的决心。”韩强感慨道。

这份热爱也为韩强夫妇带来了回报，不
少商家寻求广告植入，报酬颇丰。但他们虽
欣喜于自身价值被认可，却也战战兢兢，唯恐
辜负粉丝信任，故而对带货产品精挑细选。

“山西老宅”的商品橱窗仅 4 件商品，面
粉是自收、自磨、自包装，全程严格把关；杜仲
茶经详细考察才上架，品牌负责人是老乡，12
年坚持种植研制，让人觉得可靠。

今年 10 月 29 日首次直播带货，直播间
全程3000人在线，二人准备的600单面粉和
1000 多单茶叶，不到20分钟便售罄。11月

15日二次带货，1200单面粉同样迅速售空，
粉丝热情高涨催促上货。

目前只开了 3 次直播，因为粉丝的信任
让两人诚惶诚恐，不敢轻易带货，而且每次都
觉得准备得还不够好。

谈及未来打算，韩强希望通过视频展现
老宅修复进程，引领更多人领略山西古建筑
之美。其次计划将老宅部分空间打造成古建
筑文化展馆，展出模型与构件；设立民俗非遗
展馆，展示民俗文化并提供互动体验；邀请巧
妇展示手艺，如粗布、布鞋、布老虎等手工艺
品；还会布置直播间售卖农产品和文创产品，
在增加个人收益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让
这份热爱持续发光发热，回馈粉丝与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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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清代老宅，建于乾隆五十四年，静守岁月；
•一条爆款视频，斩获1.9亿播放量，爆火出圈；
•一对“90后”夫妻，一月涨粉100万，命运改写；
•一场抖音际遇，幸得随心做所爱，逐梦新篇。

抖音上搜索“山西老宅”，可以看到
“742.2万获赞、144.1万粉丝”的一组数据，下
面紧跟着一行小字：“记录修复山西清代老宅
的过程，领略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受淳朴的人
文风情。”这是韩强、王亚茹夫妻 2023 年 7
月，在抖音开账号的初衷。

韩强将账号拉到最底部介绍说，刚开始
会拍一些介绍老宅的视频。将老宅的基本情
况记录完后，他们正式播放老宅修复的“第
一集”：杂草丛生而又尽显古朴的山西大院
里，韩强奋力清理杂草，王亚茹一旁发声解
说……

那是2023年10月19日，“从那天9点半
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我都是懵的。”王亚茹说，

“头一天我们剪视频熬到凌晨3点多，睡了一

会早上起来继续剪，做完上传到网上时已近
9点。”

连日来的熬夜让王亚茹疲惫不堪，扔下
手机倒头就睡。过了一会，韩强推了推她说：

“视频火了，起来看看。”她迷迷糊糊，还以为
只是一次小热度。9时30分，韩强又推了推
她兴奋地说：“30万了。”

韩强坦言，看到短时间就有30万的播放
量，当时就预感肯定能上百万。但让他们没
想到的是，视频热度持续攀升，播放量最终突
破了1.9亿。

当天“山西老宅”的粉丝仅有8000多，第
二天，粉丝数就涨了20万，一个多月的时间，
粉丝数突破100万。截至目前，“山西老宅”
在全网的粉丝，突破了270万。

◆从一条视频“说起”

韩 强 夫 妇 的 故
事，是网络时代下普
通 人 逐 梦 的 缩 影 。
从个人爱好出发，凭
借真诚与坚持收获
关注与商机，难能可
贵的是，他们在利益
面前坚守底线，精挑
细选带货产品，珍视
粉丝信任。直播带
货的佳绩不仅是对
他们努力的肯定，更
是 一 份 责 任 的 加
冕。展望未来，他们
以传承文化为己任，
将老宅修缮与文化
展馆建设融入规划，
同时借助直播带货
助力乡村发展。他
们的经历让人看到，
个体力量在网络助
力 下 ，既 能 成 就 自
我，亦能反哺家乡，
绽放出温暖而持久
的光芒。

记者 王露

韩强自幼对有年代感的事物情有独钟，
从一片雕花瓦片到一座古朴宅院，无不吸引
着他。大专毕业后他原本有稳定的工作，然
而出于对古宅文化的热爱，他辞去工作，投身
于拍摄农村老宅及周边文化变迁的事业中。

2018 年，那时抖音和剪映尚未普及，韩
强在网上购买剪辑教程自学，并将拍摄的视
频发布在“今日头条”上，可惜流量寥寥。直
至在衡水镇的一处明清古堡拍摄了展现风土
民情如扣碗、窑洞等具有年代感的视频后，才
收获了一小波关注。全职做了一年多时间，
有三四万元的收入。后来因家庭支出增多，
入不敷出，他不得不另寻工作，但始终未曾放
弃这份热爱，一直坚持拍摄古建视频。

抖音的爆火，让这对夫妻决定重拾热爱
之事。2023年，他们在网上看到绛县文物保

护中心发布的“文明守望”倡议书，第一时间
便联系了绛县文物保护中心，并从认养名单
上选中了柳堡张氏宅院，对其进行修缮。

他们开通一年多的账号仅有88条视频，
数量着实不多。王亚茹解释：“修复院子的一
个部分，往往需要几位老师傅连续工作数日
才能完成，我必须全程记录。随后要将这些
视频按一定的逻辑顺序剪辑，还要查阅大量
资料，配上契合的文案与背景音乐。虽然每
条成片只有几分钟，但基本都是从总时长10
多个小时的上千条视频素材中剪辑出来的。”

视频爆火后，不仅受到二三十家主流媒
体的关注与转载，还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爱好
者前来参观考察，甚至被大学教授用作课件
案例，在更广泛的领域传播着山西老宅的独
特魅力与文化价值。

◆从一个热爱“缘起”

◆从一颗初心“做起”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露）近日，由运城
市摄影家协会、垣曲县摄影家协会联合开展
的手机摄影大讲堂，在垣曲县文化馆举办，百
余名摄影爱好者热情参与（下图）。

大讲堂采取授课与互动、理论与实操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摄影老师以深厚的摄影功
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就手机摄影的基础知
识、构图技巧、光影运用等进行了深入讲解，
并现场演示了如何利用手机内置功能优化拍
摄效果，对学员们如何更好地进行手机摄影
创作和投稿提供了方法指导。

学员们热情高涨，积极互动，纷纷表示，
此行不仅丰富了摄影知识和拍摄技巧，还对
如何用手机捕捉生活中的精彩瞬间有了更深
的理解，希望多举办这样的讲座。

垣曲开展手机摄影培训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露）近日，芮城县
组织相关部门调研全县电子信息产业。

调研中，一行人先后前往高端设备制造产
业园标准化厂房建设现场和新能源产业园，详
细了解园区规划、工程进度及电子信息企业进
驻情况。调研组强调，要高标准做好电子信息
产业园区规划，尽最大努力满足企业合理需
求，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为企业提供“量身定
制”厂房，以最大诚意吸引优质企业落户。

随后的座谈会强调，各单位要聚焦企业
用工需求，定向开展技能人才培训，促进用工
就业精准匹配，真正把电子信息打造为富民
兴县的支柱产业。

芮城调研电子信息产业

如今，智能仪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传
统领域的管网检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年，市民王女士乔迁新居后发现家中
管道漏水。前来维修的巩师傅让她深刻体会
到了工具的重要性。巩师傅在检测完压力
后，拿出一款外形如同安检工具的检漏仪，在
疑似漏水区域仔细排查。随后，他戴上耳机，
手持一个小巧的“橡皮喇叭”状仪器，沿着管
道逐一探测，如同医生为患者听诊一般，专注
地为管网“把脉”（下图）。

巩师傅介绍，由于地下土质和管道材质
各异，漏水声音会产生10多种变化。尤其是
居民家中铺砖地面，声音经反射后更加复杂，
仅凭经验难以精准定位，必须依靠精密电子
设备。他说：“有了这些智能仪器，能够精确
找到哪一块瓷砖下的管道漏水，大大节省了
居民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这些智能仪器不
仅提升了检测效率，还为保障管网系统正常
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持。 记者 王露

智能仪器
精准定位漏水管道

▲记录修复过程
◀介绍带货产品
▼讲解老宅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