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后”小伙拍视频讲述民间故事
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承民俗文化

2023.11.2星期四
责编/王晓 美编/鲁璐 文检/杨艳萍 A03烟台都市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自从拍短视频讲民俗文
化后，于琛也收获了很多，他
表示自己走在路上时常会被
认出来。知名度高了，同时随
着粉丝不断增加，他所参股的
海肠粉厂也能通过这个渠道
带货，虽然从来不直播只专注
做视频，但销量也不错，最多
一天能卖出20多袋。而收获
的前提是付出，对于于琛来
说，独自拍摄制作每一期视
频，几乎占用了他下班后的所

有时间。“每天大脑不停地转，
出门路过山、河、市场时，我的
脑海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要了
解它的过去、由来。确定拍摄
主题了，最难的是搜集资料。
下班后，我要从书籍、网络等
多渠道搜集资料，然后再编辑
文案。”于琛说，每天一条视频
拍摄剪辑完成，几乎都到了晚
上十一二点钟。

如今，虽然粉丝量不少，
但于琛仍然比较担忧。“我的

粉丝中九成是烟台本地人，年
龄40岁以上人群占八成，年轻
人非常少。现在的很多年轻
人并不关心本地的民俗文化，
没逛过三站市场不关心它的
由来，不好奇门楼水库为啥叫

这个名字，民间故事也随着老
辈人的逐渐离开而渐渐被遗
忘。”于琛说，他希望通过自己
的讲述，让更多年轻人了解烟
台民俗文化，知道一些地点名
称的由来，然后传承下去。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杨春娜 通讯员 董世祥 摄
影报道）驾驶电动保洁车将路
面多处垃圾捡拾进车，只需要

几十秒的时间；驾驶微型扫路
车在最短时间内精准地将垃圾
清理干净……昨天上午，市城
市管理局环卫中心举办以“苦

练环卫本领 打造技能精英”为
主题的第三届环卫工人节环卫
技能竞赛，同期举办烟台市第
一届烟台环卫设备展览会，展
示了新时代环卫工人的风采。

比赛设电动三轮车保洁
竞赛、微型扫路车道路清扫竞
赛、生活垃圾转运技能竞赛3
个项目，15支代表队的76名
参赛选手均来自各区市环卫
部门一线。

比赛现场完全模拟作业实
景，参赛的76名选手均为市区
的技术能手，他们以高速度、高

质量、高水平的表现完成了全
部竞赛内容。经过激烈角逐和
比拼，蓬莱区选手杨兰以1分
10秒荣获电动三轮车保洁竞赛
冠军；栖霞市选手林峻38秒的
成绩在微型扫路车道路清扫竞
赛中一马当先；牟平区选手都
承虎以3分54秒在生活垃圾转
运技能竞赛中拔得头筹。通过
赛技能、比水平，在全市范围内
营造起环卫作业“比学赶超”的
良好氛围，有效推动了环卫职
工队伍向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发展。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宋
晓娜 摄影报道）近日，芝罘区幸福
街道幸福河社区积极配合芝罘区民
政局，为辖区50多名独居老人安装

“安心居家”照护设备，并配发智能
手表。

一个手掌大小的盒子，上面有一
个醒目的“SOS”按键，可以实现“一
键呼叫”。独居老人发出紧急求救信
号后，平台将在第一时间联系老人确
认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展开救助，
若无法联系到老人，则会联系紧急联
系人上门查看。

老人在家中安装“安心居家”照
护设备后，除了可以实现“一键呼
叫”外，还能通过老人的日常活动情
况进行预警。在安装设备时，工作
人员详细耐心地给老人讲解了如何
使用设备。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宋
晓娜 通讯员 赵一墨 摄影报道）11
月1日，芝罘区南洪社区举办了“书
香邻里一家亲·笔墨书画传真情”邻
里节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提前为授课教
师和学员铺好毛毡，准备好宣纸、毛
笔等书写工具。课堂上，书法老师从
如何正确握笔、如何掌握好下笔的轻
重开始，讲解书法的基本知识和学习
书法的意义。针对每个笔画的特点
以及书写时的注意事项，进行详细示
范和讲解。在老师的指导下，居民们
一笔一划认真书写、反复练习，感受
毛笔书法的魅力。

今后，南洪社区将持续丰富辖
区居民文化生活，满足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
福感。

幸福河社区
独居老人有了照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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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人大比武精彩上演

YMG全媒体记者 张苹 摄影报道
宁静的山村夜晚，温馨的村屋里，忙完农活的爷爷奶奶围坐在炕头讲着老故事，小孩

子听了一个又一个，枕着奶奶的腿弯渐渐进入梦乡……这可能是很多人小时候最美好的
回忆。在福山区门楼镇南涂山村长大的于琛对此记忆犹新，对爷爷奶奶感情颇深的他，
因为奶奶的一句话，便于2022年初开始付诸行动。作为讲述人，拍短视频记录曾经流传
的民间老故事，本是出于情怀却引发无数网友共鸣，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运营的“小于真
能说”视频账号吸引粉丝数量18.5万，让他自己也感慨这是“意外的收获”。

1992年出生的于琛，从小
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对爷
爷奶奶感情非常深。如今，爷
爷奶奶都已经到了80多岁的
年纪，他自己也已成家，还有
一个7岁的女儿。他时常带着
女儿去看望自己的爷爷奶奶，
两位老人每每见到重孙女，总
想给她讲讲曾经给孙子讲过
的老故事，但更喜欢看动画片
的重孙女，往往听一会儿便跑

开了。
“我奶奶当时说了一句

话，让我很受触动，她说‘现在
还有人讲，以后我和你爷爷走
了，想听都没人讲了’，当时我
就想，如果不去记录传承，那
些爷爷奶奶讲过的故事可能
真的要失传了。”于琛说，恰巧
老家搬家时，他从爷爷奶奶那
里扒拉出一箱子书，有福山民
间文学集、福山民俗、烟台民

间文学选粹、胶东民间故事
选、烟台地名选编等书籍。拥
有了这些资料后，他便于2022
年2月份开始，拍视频记录烟
台民间故事，同时讲烟台一些
地名村名的由来以及对烟台
本地事的一些看法，至今已经
拍摄约500条关于烟台民俗
文化、地名村名由来的视频。

“我的兄弟姐妹中，也有
拍摄短视频的，但爷爷奶奶

就只支持我做的视频，他们
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于琛
说，自从开拍后，自己基本是
一天一更新，有时候更新得
晚一点，奶奶都要打电话问
问为啥没更新，“为了他们能
够看到我的视频，我把使用
手机的步骤写在了纸上，他
们跟着操作就能看到我的视
频，他们很支持我，这也让我
很开心。”

奶奶的一句话，让他成为民间故事讲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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