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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晓蕊 文/图

4 月 25 日上午 10 点多，在
鲁山县张官营镇后城村一个农
家小院里，不时传出欢声笑
语。原来，这家人正在拍短视
频，慕名赶来的粉丝正在观看
他们表演。

“黑嫂面对黑哥笑一笑，
好！”随着“导演”张孟周的一声
叫好，视频录制完成。“黑哥”个
头不高，一脸黝黑，憨厚淳朴。

“黑嫂”身穿粉色帽衫，看起来
比较年轻，温婉贤淑。

“黑哥”本名陈永安，网名
“农村黑哥”，粉丝有 509 万之
多，所拍视频已收获5700多万
个赞，是名副其实的网红。陈
永安从拍抖音视频开始，逐渐
与家人一起拍情景剧，他的妻
子（妮旦）、儿子（金金）、儿子的
女朋友（可可）、朋友（张大个）
都在抖音“出道”。

瞧这一家子：把农村生活拍成情景剧
火了网络上了央视，把直播作为新农活

幸运！5元钱多中25万元
4月18日，体彩超级大乐透

迎 10 亿 元 大 派 奖 第 3 期 开
奖！前区开出号码“08、10、11、
29、32”，后区开出号码“02、
06”。 河 南 省 汝 州 市
4104820036体彩实体店中出二
等奖1注，奖金436741元。

这家体彩实体店位于汝州
市郏宝路口东的东建材市场附
近，中得二等奖的是一张5注追
加票，投注金额15元。

当期全国开出二等奖79注，
单注奖金为184764元，其中51注

采用追加投注，单注追加奖金
147811元。由于正值体彩大乐透
派奖，当期二等奖派奖500万元，
有48注二等奖符合参与派奖条
件，每注还可多得二等奖派奖奖
金104166元。分享派奖奖金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436741
元。也就是说，河南汝州这位中
奖者多花5元进行了追加投注，
就多得了251977元的奖金。大
乐透派奖的魅力，由此可见。

自2007年5月28日上市销
售以来，超级大乐透共进行过13

次（含本次）派奖。从2008年的
1.5亿元派奖，到2015年的3.6亿
元派奖，再到2021年的10亿元派
奖，超级大乐透单次派奖金额不
断走高，为购彩者带来更多惊喜
和欢乐。

随着4月23日第22044期
开奖结束，今年的超级大乐透10
亿元派奖已进行了5期。派奖
前5期，大乐透通过16.78亿元销
售额，筹集彩票公益金6.04亿
元，共开出38注一等奖，其中23
注参与派奖，分享一等奖派奖奖

金共计7500万元，惠及全国13
个省（区、市），其中河南省成为
派奖最大赢家，共收获4注派奖
一等奖。

今年是体彩超级大乐透上
市15周年。15年来，超级大乐透
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的惊喜和欢
乐。每一期开奖总让人期待万
分，每一组投注号码都让人心怀
希冀，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爱心
传递。15年的精彩回眸，超级大
乐透带来的每一次惊喜和快乐
都值得回味。

除了 10 亿元大派奖活动
外，另一重磅活动“超级大乐透
品牌口号及品牌Logo创意征集
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凡参与
者均有机会获得丰厚奖品。

心动不如行动，快来加入体
彩超级大乐透吧。 （杨飞）

陈永安想不到拍视频会
让自己成为网红。43岁的张
孟周家在鲁山县磙子营乡，
也非常喜欢表演，擅长编段
子。张孟周和陈永安在网上
相识，志趣相投，遂于去年4
月开始合作拍视频。

陈永安的儿子陈金金
2019年从郑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后，在太原找了一
份工作。陈金金擅长视频剪
辑、制作等，去年4月辞职回
乡，与父亲一起通过短视频
创业。

张孟周担任导演、创作

段子，陈金金把剧本写好，陈
永安一家人则本色出演。几
个人分工合作，短视频越拍
越好，粉丝很快突破了 500
万。去年 5 月，他们通过短
视频有了第一笔收入，虽然
只有2000元钱，却让陈永安
一家看到了希望。

“刚开始我不支持他拍
视频，感觉那是不务正业。
儿子该娶媳妇了，他也不想
法挣钱，还老爱玩，我可生
气。”汤玉平直言，家里只有
几亩地，养了二三十只羊，儿
子大学毕业该成家了，女儿

刚上小学，用钱的地方很多，
她希望丈夫出去赚钱养家，
直到短视频“变现”后，她才
意识到一家人没有白努力。

张孟周说，陈永安家以
前经济条件并不好，通过短
视频和直播，如今足不出户
也有收入。

当生活有了改善，陈永
安开始力所能及地帮助别
人。2020年夏，他无偿为下
汤镇万亩桃园做直播，获得
了鲁山县“电商扶贫助农大
使”的荣誉称号。去年，新乡
卫辉市遭遇洪灾，陈永安购

买近万元的矿泉水、方便面
等物资赶往灾区，奉献爱心。

如今，陈永安上午与家
人一起拍视频，下午割草喂
羊。“现在好多商家想找俺合
作，俺都拒绝了。”陈永安直
爽地说，“俺是农村人，拍的
视频要反映农村生活，有正
能量，不能为了钱啥都拍。”

未来，陈永安想通过直
播带货，为农民增收致富做
点实事，也希望能带动更多
的乡亲把直播作为新农活，
让短视频成为助力乡村振兴
的一股新动力。

把直播作为新农活助力乡村振兴

陈永安不仅自己出镜，
还带动父母、妻子、儿女、朋
友等人一起演段子。

一家人共同出演孝敬父
母、赡养老人的情景剧，通过
一个个故事展现姑嫂、婆媳
之间的矛盾和亲情……一家
人在剧中或哭或笑，真实展
现朴实的农村生活。

“能把婆婆当亲妈，不是
致富就发家”“在最困难的时
候能够帮你一把的，才是真
正的朋友”……视频中的主
角用浓厚的河南口音飙出一
个个富有哲理的“金句”，有
时感人至深，有时发人深省。

“以前拍视频的时候老
怕人家看见，放不开。现在

再多人看也没啥不自在了，
该咋拍咋拍。”陈永安的妻子
汤玉平笑言，自打拍起视频，
自己爱唱爱跳了，女儿也喜
欢上了表演，家里多了欢声
笑语，生活也增添了许多乐
趣。

“俺可喜欢和俺孩子一
起拍视频，感觉自己越活越

年轻了。”陈永安 69 岁的母
亲笑得很开心。

今年 3 月 5 日，CCTV-17
《乡村大舞台》“高手在民间”
栏目播放了陈永安一家人把
温暖的日子拍成短视频的故
事，陈永安通过现场连线，指
导嘉宾和主持人现场演绎感
人情景剧，又火了一把。

全家总动员越拍越开心

首次拍视频浏览量上万

陈永安今年47岁，是后城
村土生土长的农民。2019年 7
月，上大学的儿子放假回家，为
他下载了抖音，他很快就迷上
了刷视频。

“看到别人拍的段子，我觉
得我也能拍。”有一天，他正在
砌院墙，突发奇想，便让儿子为
他拍了个短视频。他跟着《农
民苦农民累》的音乐，对口型演
唱，即兴表演了一番，儿子帮他
发到网上，很快便有了上万人
次的浏览量。小试牛刀，陈永
安很兴奋。他的表演欲望被激
发，一发而不可收。

“我是个农民，拍的视频也
都是农村题材，有些事儿还是
身边发生的，对我来说很好表
现。”陈永安说，他拍视频从来
没有紧张感，也从不刻意修饰
自己，“平时是啥样就是啥样。”

“吃桌”没吃饱，回来发牢
骚；请伙计吃饭，妻子叮嘱他主
动付钱、开车莫喝酒；与妻子抬
粮食，他悄悄把重担移到自己
这边；看到地头的机井没盖子，
他找来水泥盖盖好……

他用短视频记录农村生
活，反映家长里短，充满浓浓的
烟火气和正能量，赢得了众多
粉丝的青睐，短时间内便“吸
粉”50万+。

陈永安夫妇和儿子、儿子的女朋友在拍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