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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海南棒哥”的视频，你会发现，大
部分的短视频是在拍摄琼海的特色美食。

李旺曾在广东打拼多年，从小就对家乡
的美食怀有深厚的情感。在外求学和工作
的多年里，无论走到哪里，最让他念念不忘
的，总是家乡那熟悉的味道。2020年春节，
回家过年的李旺用手机拍摄了家里人制作
琼海特色美食——笠的全过程。“没想到，视
频发布当天，浏览量持续上涨，短短一天浏
览量就破了70万。”谈及自己拍摄的第一个
短视频，李旺很是兴奋。

从那以后，李旺便在心里埋下一颗“种
子”——希望未来有机会能拍摄家乡美食。

2022年，为了陪伴家人，李旺辞去广州
的稳定工作，回到家乡，并在琼海博鳌乐城
找到了工作。工作之余，拍摄家乡美食的想
法又浮上了心头。

李旺最初的想法是找几个志同道合的
朋友一起拍摄家乡美食的视频。他找到了
四位好朋友，向他们分享了自己的计划，希
望能一起记录家乡的传统美食——海鲜粽
的制作过程。大家一开始都非常兴奋，纷纷
表示愿意帮忙。

然而，实际拍摄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要艰

难得多。制作海鲜粽不仅工序复杂，而且需
要准备大量的食材和工具。一天下来，朋友
们个个疲惫不堪，有的抱怨拍摄太耗时间和
精力，有的则觉得这个项目不够有趣，逐渐
失去了热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
退出了项目。李旺感到非常失落，但他并没
有放弃。他深知，这个视频不仅是对自己家
乡美食的记录，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于
是，他决定一人独自继续完成。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李旺利用业余时间
继续拍摄制作海鲜粽。他反复练习拍摄技
巧，不断调整剪辑效果，力求完美呈现海鲜
粽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在这个过程中，李旺
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拍摄的角度不
对，需要重新再来；有时候，食材的处理不够
熟练，影响了整体进度。

终于，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和努力
之后，李旺完成了这个视频。视频中，他详
细展示了从选材到包粽，再到蒸煮的全过
程，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家乡的温情和传
统韵味。视频发布后，迅速获得了大量网
友的关注和好评，许多人被视频中的美食
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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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头记录“人性之光”

洪水退去的琼海，已是一片晴空万
里，但李旺仍然清晰记得被洪水肆虐时
的家园——

大水涌入村民的房子，家具家电浸
泡水中，水退后，道路两旁的草丛、树木
被灰蒙蒙的砂土覆盖，房屋墙壁上残留
着一层楼高的泥浆。

如今风平浪静的城市，在不久前遭
遇了近10年来强度最大、雨量最多的
汛情。暴雨中，万泉河沿岸的大片城镇
被淹，李旺所居住的嘉积镇大坡村也不
例外。

李旺告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他
的堂哥是大坡村的村支书。洪水上涨
后，村委会接到了群众的很多求助电
话，村干部们开始向外求助。嘉积镇
政府接到求助信息后，第一时间协调
救援队前来转移群众。“而我也用镜头
记录下洪水之中解放军救援的场景。”
李旺说。

在“海南棒哥”的视频列表中，一条
名为《救援》的视频被置顶，播放量达
150多万。打开视频，映入眼帘的便是
大片已经被水淹没的房子。

李旺回忆，当救援队抵达大坡村
时，村子里不少道路已经被洪水阻断，
而他们的救生艇发动机也因为长时间
的浸泡而损坏了。面对这样的困境，救
援队员们没有放弃，他们决定依靠人
力，使用船桨来划动救生艇，深入灾区
进行救援。

救援工作充满了挑战。救援队员
们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救生艇，在漂浮的
杂物中穿梭，以避免撞上障碍物。每到
一户人家，他们都会大声呼喊，询问是
否有需要帮助的人。对于那些行动不
便或是害怕离开家园的老人和孩子，救
援队员们会耐心地安抚他们的情绪，并
协助他们安全转移到救生艇上。

“他们来的时候不声不响，忙碌了
一整天，甚至饭都没吃上一口，救援结
束就默默离开了。”李旺说，自己的镜头
记录了这样的凡人英雄故事。大
灾大难面前，他们身上
闪耀着人性之光。

曾经，李旺觉
得小城市是无声
的，是沉默的。如
今，他可以通过自
己的镜头让所有人
看到：在琼海，一棵
树、一座山、一朵
云、一片湖是如何
共历风雨，共见蓝
天的。

清补凉、鸡屎藤粿仔、红糖年糕……这
些琼海人耳熟能详的杂粮，都出现在李旺的
视频中。

对于李旺而言，杂粮是他童年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每年的农历七月，家家户户都
有吃鸡屎藤的习俗，而李旺的外婆会制作一
种特色的传统小吃——鸡屎藤粿仔。

鸡屎藤是一种草本藤蔓植物，其叶子味
道很特殊，具有清热解毒、祛湿、滋补的作
用，所以也被当地人叫作“土参”。

而制作鸡屎藤粿仔也非常讲究，家常的
做法就是将鸡屎藤叶子洗净，然后捣碎成
泥，再与黏米粉混合，揉成粉团。接着，将粉
团捏成很多小颗粒后备用，再熬上一锅红糖
姜水，将鸡屎藤粿仔倒入滚烫的开水中煮
沸，煮上3～5分钟即可，在出锅时加入现刨

的椰蓉，那味道叫一个绝！
每当这个时候，李旺总是迫不

及待地凑到外婆身边，帮忙揉搓
粉团。虽然他做得还不够熟练，
但外婆总是耐心地指导。

当煮好的鸡屎藤粿仔端上桌
时，那碗热气腾腾且浓香四溢
的小吃，总能勾起李旺对童年
的美好回忆。

每当想起这些美味，李
旺就会感到无比亲切和温
暖，这也成为他后来决定
通过镜头记录家乡美食的

重要动力之一。
起初，李旺决定拍摄短视

频的时候，家里人并不是很理解。尤其是李
旺的母亲，一方面她看到儿子自己拍摄、剪
辑，工作量大，很是辛苦；另一方面，儿子经
常自己花钱买很多食材，但做出来的食物却
吃不完，感到既心疼又困惑。每次李旺拍摄
完视频，母亲都会把多余的美食分给邻里乡
亲。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视频在网上的
流量不断增加，李旺母亲看到儿子的努力逐
渐得到网友的认可，也开始转变态度，对他
的爱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尽管母亲
没有任何拍摄经验，但还是积极参与到视频
的制作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旺的视频内容越来
越多样化，从传统的节日美食到家常菜肴，
每一期都充满了家乡的温情和文化。

回到家乡进行视频创作，对于曾经在一
线大城市打拼过的李旺来说，没有太多的

“落差感”。“这几年，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青
年朋友，他们以各种身份回到老家，投身自
己喜欢的事情。我看到了家乡的发展，也在
这份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和机遇。家
乡不仅没有限制我，反而给了我无限想象。”
李旺说。

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今天，琼海的变
化是多样的、快速的、弥新的，李旺用一段段
视频，记录了家乡的一景一物，让所有人知
道，海南东部有这样一座依山傍海、钟灵毓
秀的小城。

李旺用他的镜头，留下了他和他的城
市。

满怀深情
为家乡特色美食代言

点滴回忆
是分享美丽乡愁的动力

“故乡是一座桥，跨越岁
月的羁绊；故乡是一根线，牵
引着不管多远的归人。”

在琼海，有这样一位短
视频博主，他的镜头里记录
的是琼海的一食、一物、一
景，满载的是家乡的乡景、
乡音、乡味。对他而言，家
乡是出发的地方，更是人生
的目的地。

他，就是返乡青年、
“海南棒哥”短视频账号博
主李旺。 李旺制作的鸡屎藤粿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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