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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山村偏远，人虽有时难以归乡，但
乡愁却从不曾消散。每一个为了美好
生活打拼的丽水人，你只管勇敢去闯，
总有人为你记录乡愁。

□ 见习记者 谢孔伟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徐冰

“我叫朱钱发，来自中国唯一的一个畲

族自治县——景宁。”这是 95 后景宁小伙朱

钱发回归乡村后，花了两个多月制作的纪录

片《日暮东湖》的开篇词。该纪录片聚焦小

山村里的生活和故事，在哔哩哔哩发布之

后，累计播放 20 余万次，片中“满满的乡愁

味道”得到众多网友的热议和点赞。而就在

节后返工，外出打拼的此刻，他又推出了第

二部纪录片《乡村之年》，在景宁当地引发了

关注。

忘不了的故乡路

沿青景庆公路向东行驶一小时，进入百

转千回的盘山公路，再经过一小时轮渡，就

到了景宁渤海镇东湖村的山脚。东湖村四

面环山，由周围的湖坑、小圩、驮圩、上东山、

岭脚、下东山、包岗、官田等八个小村组成。

印象中的岭脚村，是老旧的房屋，是鸡

犬之声相闻的狭小人居空间，以及人居之外

更广阔的大山。2014 年，15 岁的朱钱发到

景宁就读高中，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岭

脚村。

2017 年，18 岁的朱钱发来到杭州读大

学，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景宁。如绝大多数山

村孩子一样，很自然地，朱钱发在 2019 年毕

业后选择留在了大城市。

留杭的朱钱发，主要从事电路设计及电

商视频剪辑行业。由于行业的特殊性，经常

出差甚至驻点工作，杭州、温州、金华⋯⋯都

留下了朱钱发漂泊的脚步。

“我经常感觉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像我

这样飘来飘去，其实没什么机会融入当地，

到后来我甚至认为无论怎样，都不可能真正

成为当地人。”朱钱发说起漂泊的感觉，让人

清晰地触摸到那份对归属感的渴望。

朱钱发成长在单亲家庭，因父亲常年在

外打工，从小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说起来

有些可笑，我今年 23岁了，却还从没吃过一

块属于自己的生日蛋糕，但我依然觉得很幸

福，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蛋糕，能

够比得上我奶奶在土灶台上烧的荷包蛋。”

朱钱发的爷爷奶奶年已八旬，糖尿病、

痛风以及无情岁月带来的衰老，让两位老人

饱受折磨。心理上的渴求、情感上的依赖，

已不容朱钱发继续漂泊。2021年 8月，22岁

的朱钱发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之后，

《日暮东湖》诞生了。

离不开的故乡人

《日暮东湖》是朱钱发东湖村系列纪录

片《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第一集，从中可

以了解到，鼎盛时期的东湖村有 270 多户、

1100 多人。现在，还留在村内的，已不足百

人，且几乎都是老年人。

“老人们情感上不愿离开山村，城市里

的快节奏生活他们很难适应，又很难找到玩

得来的人。”朱钱发说。帮助老人修理家电、

捎带东西甚至社保资格认证，都是朱钱发的

日常行动。

2021 年 12 月 12 日早晨五点半，发生了

一件让朱钱发印象深刻的事情。当时天未

亮，便有位老人敲开了朱钱发的门，原来村

里的朱宗启老人胆结石发作，疼痛难忍。考

虑到救护车可能无法进山，朱钱发当即驱车

两个多小时带老人去景宁县城就诊。“老人

们年龄大了，子女又不在身边，有些生活需

要，我们正好可以帮上一把，多少尽点力。”

朱钱发说。

除草开荒，搭屋建舍，饲鸡养犬，走访乡

邻⋯⋯重回家乡的朱钱发，着实让村里老人

感受到了久违的蓬勃朝气，而山村也渐渐热

闹起来。

随着“东湖村第一届人狗越野大赛”的顺

利举办，这份热闹达到了高峰。扮演村长致

开幕式词、布置场地、打鼓叫好⋯⋯老人们共

聚一堂、各司其职。在朱钱发制作的比赛同

名微电影里，老人们脸上洋溢着藏不住、停不

下的开心。

朱钱发拿到了第一届人狗越野大赛的

冠军，发表感言时，他说道：“虽然我出生在

这样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但从不觉得自己是

一个贫穷的人，因为我有梦想，哪怕这个梦

想，只是拿一个村里的第一名⋯⋯”现场爆

发出老人们热烈的掌声，双手拍打着慰藉与

温情交织的节拍。

继《日暮东湖》后，今年春节，朱钱发又

推出了《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纪录片第二

集——《山村之年》。

疫情侵扰下，东湖村许多人未能返乡陪

伴亲人。纪录片里，朱钱发自发担起了这份

责任，下山帮忙捎带年货，东家坐坐，西家走

走，聊聊家常，帮帮小忙，朱钱发的脚步丈量

过东湖村每一户老人家门口的路。

挥不去的故乡情

据朱钱发介绍，景宁这边外出务工的人

很多，大多都在北京、天津等地方开超市或

工厂上班，为了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常常

全年都在工作。

在哔哩哔哩、西瓜视频等平台，朱钱发

以“山村里的守望者”用户名发表了包括纪

录片、微电影、Vlog等一系列视频，播放量累

计超过 40 万，在景宁当地引起了一阵不小

的讨论。

翻开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大多都是对朱

钱发的支持，表示视频引起了他们的那一份

乡愁，更有官田、包岗等东湖村下属小村的

人表达自己的感谢。

“时代的脚步越来越快，亲人之间面对

面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人与故乡的距离有时

比看起来的远得多。”朱钱发对这种情况有

着自己的看法，“看似我的纪录片只是在描

述东湖村这样一个小山村，实际上，亲情、乡

愁都是大家的共同情感，每个人都想停下来

歇一歇，拥抱这一份牵挂。”

纪录片要拍，事业也不能耽误。如果说

拍摄纪录片是源于朱钱发对故乡的眷恋，那

么选择商业视频剪辑则是朱钱发认真思考

后的职业规划。

“选择视频制作，是因为自己之前有过

相关经历，在新媒体时代，视频传播的平台

多、路径广、机会大，而且相对不太受时空限

制，比较自由。”目前，朱钱发已经成立自己

的传媒工作室，广泛接受景宁及周边县市商

业视频制作业务，且已实现盈利。

“现在刚起步，面临的问题肯定不少，但

既然选择了，肯定要勇敢地闯一下。”朱钱发

年轻的声音里充满乐观，“纪录片肯定会坚

持做下去，毕竟，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事业做

得多好，故乡都是心里最牵挂的地方。”

山村偏远，人虽有时难以归乡，但乡愁

却从不曾消散。每一个为了美好生活打拼

的丽水人，你只管勇敢去闯，总有人为你记

录乡愁。青山不老，春风常在，也许抬起头

的一瞬间，拂面的清风，就带来了故乡瓦下

的眷恋。

回归山村为家乡拍纪录片，发布后累计播放 20 余万次，引发众多网友关注点赞

景宁小伙朱钱发：山村里的年轻守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