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万粉丝博主“滇西小哥”的乡村生活：心安处，是故乡

在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由旺镇的群山之间，有一位名叫董梅华的“90后”女孩，以“滇西小哥”的网名，凭借记录乡村生活
的短视频，收获了国内外4000多万粉丝的喜爱。她的视频以美食为切入点，展现了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完整过程，辅以云
南的自然风光与家庭温情，勾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乡村画卷。2024年9月，中新网记者在昆明专访董梅华，她坦言：“小
时候一心想走出去，漂泊多年后回到家乡，才发现村里的每一粒米都比外面更香，这里是我心安的地方。” 董梅华的家乡保
山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接壤，是著名的侨乡。施甸县不仅孕育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杨善洲，也是航天员桂海潮的故乡。
董梅华的童年并不富裕，父母常年外出打工，家中聚少离多。她曾一心想逃离大山，2012年从四川警察学院毕业后，她选
择留在四川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追逐城市生活的梦想。然而，2016年父亲的生病让她毅然回到故乡，这一决定彻底改变
了她的人生轨迹。回到施甸后，面对乡村有限的就业机会，她开始探索短视频创作，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美食与生活，意外开启
了“滇西小哥”的爆红之路。 “滇西小哥”的视频内容从最初的博眼球逐渐转向深耕云南文化。早期的她拍摄过油炸竹虫、
吃生肉等猎奇题材，以吸引关注。但随着粉丝反馈，她发现观众更爱看的是真实的生活与情感共鸣。2017年10月，她用
自家土鸡蛋、现摘番茄和手擀面为爷爷奶奶制作了乡村版汉堡，视频播放量突破百万，评论区涌入上万条留言。网友感叹：“
我想像她一样，让家人体验不一样的世界。”还有一次，她带堂弟上山打板栗，制作板栗炒鸡，视频中提到弟弟父母常年在外
打工，引发无数网友对亲情与家乡的思念。这些视频不仅展现了云南的饮食文化，还传递了家人相守的温暖，让海内外观众感
受到浓浓的人情味。 董梅华的视频风格质朴而真挚，镜头里的云南乡村山清水秀，瓜果飘香，邻里和睦。她坦言：“村里的
生活就是这样，宁静而温暖，大家的笑容很灿烂。”最初，乡亲们对她拿着手机拍视频感到不解，甚至有人笑问：“好不容易
出了个大学生，怎么回来挖地了？”如今，智能手机普及，村民们开始理解她的工作，主动配合拍摄。有人让她去自家地里摘
豌豆，说“自家的更好”杀猪做火烧肉时，叔叔婶婶们热心帮忙，提醒每个环节的细节。她笑称：“他们知道拍视频是好事，
虽然不太清楚具体好处，但总会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我。” “滇西小哥”的成功不仅限于国内。2018年底，她的视频被中
国留学生翻译成多国语言上传至YouTube，迅速吸引了海外观众。截至2024年，她的YouTube频道订阅量已
超800万，单期视频平均播放量达2000万次。澳大利亚媒体AWOL评价：“滇西小哥的频道让世界迷上了云南。”网
友留言称她的视频是“视觉美食诗”，即使语言不通，也能感受到云南的乡土气息与家庭温情。2019年，她受邀前往英国
牛津大学演讲，分享云南美食与文化，引发热烈反响。她说：“看到国外网友的喜爱，我很自豪，希望通过我的视频让更多人
了解云南，爱上中国。” 除了视频创作，董梅华还通过短视频带动家乡经济发展。2019年，她开设了“滇西小哥”和“
阿盆姐”两个品牌，销售云南土特产，如红糖、蘸水辣、鲜花饼等。首款产品甘蔗原汁红糖上架15分钟订单过万，展现了她
的商业潜力。她表示：“我想让大家不仅看得到云南的美味，还能吃得到。”这些产品不仅提升了家乡特产的知名度，也为当
地农户创造了收入。 董梅华的昵称“滇西小哥”颇具特色。明明是女孩，为何叫“小哥”？她笑着解释：“小时候性格像男
孩子，家在滇西，就起了这个名字。”而“阿盆姐”则是源于她的小名“盆鸡”，因母亲生她时一手拿盆、一手抓鸡，外婆便
以此为她取名，寓意福气与好养活。在视频中，她与家人的互动充满温情，尤其是宠物狗“大王”，一只1米多高的阿拉斯加
，深受粉丝喜爱。大王常伴她左右，摇着尾巴上山下地，甚至因被邻居说“不好看”而“生气”不出门，逗乐了无数网友。 
从城市回归乡村，董梅华用8年时间将“滇西小哥”打造成千万粉丝的IP。她的视频不仅记录了乡村生活的点滴，还承载了
对故乡的热爱与文化的传承。2024年，她获评“云南十佳正能量网络账号”，成为保山市文化和旅游宣传大使。她感慨：
“乡村的宁静与温暖成就了我，未来我会和家人一起，继续用视频讲述云南的故事。”在她的镜头下，云南的山野气息与人间
烟火交织，勾起无数人对故乡的思念，正如她所说：“心安处，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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