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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培 通讯员 赵素
鸽）提起襄城“网红”小伙儿李华，经常
刷 抖 音 的 人 没 有 不 知 道 的 。 那 一 句

“妈，妈，怎么又是粉条菜啊”，在令人笑
喷的同时，也让襄城粉条在网络上刷出
了知名度。

4 月 16 日，记者走进李华的工作室，
看到房间内一片繁忙的景象，七八个客
服人员正在忙着接单发货，直播台后面
是满架的商品。“我们主要通过互联网
推介家乡土特产，从而把许昌的三国文
化更好地传播出去。”李华说。

抖音粉丝600多万
作品获赞1.3亿个

李华“红”到什么程度，记者用几个
数字告诉你！截至目前，李华的抖音粉
丝达 621.7 万名，作品获赞 1.3 亿个。疫
情防控期间，他的抖音粉丝增长了二三
百万名；他的一个日常生活短视频，点
赞量就有 200多万次。

李 华 生 于 1994 年 ，家 住 襄 城 县 城
区 。 胖 乎 乎 的 脸 ，加 上 略 微 沙 哑 的 嗓
音，让他在抖音上特别有辨识度。

“记得我发布的第一个视频是我和
妈妈的对话，反映的是家庭生活的点点
滴滴。没想到，该视频的点击量有好几
万次，粉丝量迅速往上涨。”李华回忆，
他是 2018 年 10 月开始在抖音上录制视
频的。

李华的母亲李雪霞今年 49 岁，是个
勤劳能干的人。自从在抖音上火了后，
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李妈妈”。他们
一家五口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疫情
防控期间，李华经常发一些母亲做菜和
一 家 人 和 睦 相 处 的 视 频 ，抖 音 粉 丝 从
200 多万名增长到 600 多万名。不少网
友留言：“开心一家人，快乐一家人。感
谢你们在特殊时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
快乐！”

“其实，我们也没做什么，就是通过
视频展现日常生活。大家爱看婆媳和
谐相处的情景，就是这些家长里短引起
了大家的共鸣。”李华的妻子小米说，能

被大家喜欢，他们很开心。

热心公益、助力脱贫
为家乡经济发展作贡献

和睦的家庭、有爱的生活，让李华

爱心满满。疫情防控期间，他通过直播
众筹上万个一次性医用口罩，并捐赠 2
万元给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支援武汉
抗疫一线。

此外，李华还免费给襄城县雷洞村

和首山油菜花节作宣传，通过直播让不
少外地人了解襄城，并驱车前来旅游。

李雪霞的粉条菜店经常邀请环卫
工人免费进餐。“有好多我不认识的人
见面都叫我‘李妈妈’，咨询我做粉条菜
的 方 法 。 能 给 大 家 带 来 快 乐 ，我 很 开
心。”李雪霞笑着说。

日前，漯河市临颍县辣椒滞销。临
颍县副县长史有来听说李华后，主动找
到他，想通过直播的方式推介该县的辣
椒。

“4 月 11 日下午，我和史有来副县长
一起直播，3 个小时订单达 1.2 万个。”李
华说，该直播点赞量高达 12 万个，在解
决临颍辣椒滞销难题的同时，也让该县
的辣椒产业火了一把。

组团推介家乡土特产
互联网时代准备大干一番

李华吸引了不少有同样爱好的年
轻人。目前，他的团队有 20 人，其中许
昌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原 主 播 师 亚 珂（网 名

“柯较瘦”）也加入了他们。
目前，该团队除了李华外，还有 3 名

主播，分别是“柯较瘦”“河南伙计久久”
“ 河 南 伙 计 二 蛋 ”，粉 丝 都 在 百 万 名 以
上。他们通过地道的河南方言和有趣
幽默的桥段，推介襄城土特产，传播许
昌的三国文化和河南的光辉形象。

如 今 ，李 华 在 网 络 大 潮 中 乘 风 破
浪，走上了直播带货的道路。他的推介
以襄城特色农产品为主，如粉条、鸭蛋、
菜籽油等，一个月的订单有十几万个，
光粉条就能销售一两千箱。好多韩国
人 、美 国 人 都 在 网 上 购 买 他 推 介 的 粉
条。

李华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直播
推介农产品、孝老爱亲、爱心捐献，取得
不俗的效果。

“粉丝越多，越要好好做，把每段视
频录好、做精。在给更多人带去欢乐的
同 时 ，把 襄 城 、许 昌 ，乃 至 河 南 推 介 出
去 ，也 算 是 作 为‘90 后 ’的 我 们 的 使 命
吧！”李华说。

襄城“网红”小伙儿李华有 600多万抖音粉丝
他直播推介家乡的粉条等土特产，一个月的订单有十几万个

推介家乡土特产 传播许昌三国文化

本报讯（记者 吕正子 通讯员 王东
臣）建安区陈曹乡东靳庄村党员王大赖
17 年来义务为村里修路、养路，体现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因此，东靳庄村
村民都说：“大赖，真不赖！”

4 月 18 日上午，东靳庄村北部的一
条小巷内，87 岁的王大赖正拎着铁锨清
理路边的土堆。这样的场景，已经在东
靳庄村持续了 17年。

故事要从 2003 年说起。那一年，时
年 70 岁的王大赖闲来无事，便萌生了为
乡亲们做点儿事的想法。

东 靳 庄 村 有 6 条 大 街 ，共 6 公 里 。
2003 年，它们都没有硬化。“晴天尘土飞
扬，雨天满是泥浆”，是那时东靳庄村道
路的真实写照。尤其是东靳庄至王庄、
屈庄的两条道路坑洼不平，群众过往非
常不方便。于是，他决定整修这两条道
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大赖
购买了铁锨、铁镐、扫帚以及三轮车，开
始了修路生涯。每天吃过早饭，他便骑

着三轮车出门。看到隆起的路面，他便
用铁锨铲平；遇到坑洼的沟，他就将从
别 处 拉 来 的 炉 渣 、碎 砖 和 废 土 垫 在 里
面。多年来，他每天都像士兵出勤一样
出现在东靳庄村的大街小巷。

起初，邻居对王大赖修路的举动很
不理解，但当看到村里的路越来越平坦
时 ，纷 纷 对 王 大 赖 竖 起 了 大 拇 指 。 后
来，东靳庄村及周边区域的道路得到了
硬化。虽然不用修路了，但他依旧闲不
住。每天，他仍骑着三轮车出门，看到
路边有垃圾、土堆，就用铁锨清理掉，从

“修路工”变成了“养路工”。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1959 年入党，

已有 61 年党龄！”王大赖说，能在有生之
年为乡亲们做些事，他感到很高兴。

“大赖叔是东靳庄村的好人，更是
村里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东靳庄村
党支部书记何平安说，王大赖 17 年如一
日为乡亲们修路、养路，用实际行动践
行了共产党员的担当，获得了乡亲们的
肯定与爱戴。

87岁老党员王大赖 17年来义务为村民修路、养路

东靳庄村村民都说：“大赖，真不赖！”

王大赖正在清理路边的土堆。 记者吕正子 摄

李华和妈妈正在录制抖音视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