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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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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声明作废。

因“东张故事”的视频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陈佳锦也开始小有“名
气”，找他拍视频的人接踵
而至。他的作品开始走出
东张，走出泉港，创作更多
泉州乡村振兴、文化旅游
等相关题材的短视频。

2023 年，陈佳锦受邀
参加当地网信办组织的新
媒体采风中，第一次深入了
解了泉港。这里仍保留着
较完整的历史古迹和文化
传统，曾经的荒地已是灯
火辉煌的公园，高楼大厦
像雨后春笋般冒出，这些
变和不变，让他感到非常
的惊喜，他开始用镜头记
录泉港的每一寸土地、每
一片风貌。他计划每一年
都新探索一个泉州的其他

县市区，让大家了解到泉
州不只有西街、开元寺等。

他一个人，背着相机，
奔赴泉港、安溪、南安、惠安
等地的村庄，用脚步丈量泉
州乡村的土地，用镜头记录
发展变化的乡村。“一年多
的马不停蹄，让我真实感受
到了泉州乡村的变化，农村
人的美好生活，让我觉得自
己正在做的事很有意义。”
陈佳锦说。

陈佳锦对视频的热
爱，也带动很多爱好者投
身其中，一个人的单打独
斗，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
团队。“一个人永远不可能
把泉州宣传做大，我结识
了同样热爱视频行业的伙
伴们，大家一起努力把泉
州宣传做好。”陈佳锦说。

其实像陈佳锦这样的
返乡创业青年，还有很

多。“目前，这个创业基地
我也有参与运营，我知道
返乡创业的艰辛，所以希
望这个平台能为更多像我
一样的返乡创业青年提供
一个落脚地，在这里开启
创业梦。”陈佳锦说。

回想起初始创业的那
半年里，只赚到3200元，他
笑了。“着实慌了，那段时
日总会时不时怀疑自己选
择返乡创业是不是对的。”
陈佳锦说，“想放弃的时
候，我就想想当时为什么
开始。脚踏实地，稳步发
展。”每个行业都是百舸争
流，那就意味着前行的道
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
要承受大起大落的心理压
力，可能半年只营收几千
块，也有可能几十万。他
一直坚信，创业需要厚积
才能薄发。

用视频讲述泉州故事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离乡15年后，“95后”泉州青年陈佳锦，选择返乡创业，回到了最初成长
的地方，凭借自己对视频创作的一腔热爱，为家乡人记录下最真实的家乡
面貌和乡村生活……有关返乡创业的故事，他曾在第五届闽西南协同发展
区创业项目推介会上分享过。近日，海都记者走进了陈佳锦的老家泉港区
界山镇东张村，与他聊聊其中的酸甜苦辣。

陈佳锦的工作室入驻
本地的“人才之家”创业孵
化基地。采访当日，工作
室内挂着的一张他与父母
在台上领奖的合照，吸引
了记者的目光：一家三口
面对镜头，父母双双手捧
获奖的荣誉证书，脸上露
出自豪而欣喜的笑容。

原来，这是他返乡后
参加“山海泉港推荐官”网
络短视频大赛，视频作品
《我们的家，住在山海》获
得一等奖时，父母在现场
陪他领的第一个奖。“在这
个视频中，不如我们都客
观一点，先抛去对泉港的
固有观念和刻板印象，让
我们来重新了解定义，这
仅仅是一位返乡青年想要
介绍他重新认识的泉港
……”打开这个作品，一字
一句用心敲打出的文案，
让不少家乡人感同身受，
这条视频也因此在网络走
红，改变了不少人对泉港

的印象。
“ 当 时 我 回 来 已 半

年，听到外界对泉港的一
些评价较偏见，我就想
着，把自己离乡十五年
后，再回到家乡的所见所
闻 表 达 出 来 。”陈 佳 锦
说。他希望通过视频，展
现泉港不仅仅是泉州的
工业重镇，同时还拥有很
多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历
史文化积淀。

2014 年，在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就读工商管理
专业期间，陈佳锦就对拍
视频有着浓厚的兴趣，自
学拍摄、剪辑技能。选修
课的老师发掘了他的天
赋，鼓励并推荐他去漳州
广电实习。时逢短视频
兴起时代，大学毕业后，
陈佳锦开始从事与短视
频有关的新媒体记者工
作，更加系统地学习采
访、剪辑、拍摄、特效、文
案、导演等技能。

2021 年，陈佳锦到厦
门一家新媒体公司担任视
频总监，尽管工资福利颇
丰，老板也很看重，但一年
多后，他还是辞去了工作，
回到泉州创业。“在外漂泊
久了，就一直想能回到泉
州工作、生活，觉得这里才
是我的主场和归宿。”陈佳
锦无法准确形容这是怎样
一种具体感受，他称之为
家的归属感。

令人费解的是，他没
有选择留在泉州市区，而
是返乡回到自己村里。

“如果连东张都宣传不
好，怎么能宣传好泉港、
泉州？”陈佳锦内心暗暗
与自己较劲。原本家中
不大的卧室里，再添置一
套电脑与拍摄设备后，显
得十分拥挤，这小小十几
平方的空间，却在之后一
年枯燥无味的三百多个
日夜里，撑起了陈佳锦的
创业梦。

返乡后，陈佳锦并不
急于盈利，先以作品说
话。他第一时间为东张村
创立了“东张故事”视频
号。《在一起才是年》是他
为家乡拍摄的第一部故事
片。

创作这条视频时耗
费了不少精力，不仅要自
导自演自拍，还要找 8 名
当地村民当演员。“因为
刚回到家乡，对村里并不
熟悉，幸运的是，母亲帮
我沟通找演员，父亲帮我
协调拍摄场地。”陈佳锦
说。一番折腾下来，没想
到，这部故事片效果很
好，一夜之间浏览量突破
了 10万。

“这一次，让我对家乡

人有了新的认知，一直以
为村民会比较保守，不愿
意出镜，很意外大家都很
配合，觉得像是在拍电影，
乐享其中。”陈佳锦说。之
后，他深受鼓舞，越拍越起
劲，东张的春节元宵民俗、
春耕大忙、浪漫炮仗花、心
愿树、研学之旅、南洋故
事、美食、百寿宴、台风灾
后重建、教育、敬老……两
年时间，他为家乡创作上
百条视频，挖掘出不一样
的东张村。

东张村是乡村振兴的
样板村，获评全国文明村、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
国优秀侨胞之家等称号。
如何用镜头发掘乡村之
美、抒发爱乡情怀，如何生

动展示乡村振兴最新成
果，在“东张故事”中都可
以探寻到别样的答案。他
还建立了本村和在马来西
亚的家人“中马一家亲”群
聊，向海外推送村里的视
频，让远居世界各地的家
乡人都能看到“东张故
事”。

在东张村“党建+”邻
里中心，记者还见到了陈
佳锦助力打造的“5G 直
播间”，用于推荐家乡的
特色产品。陈佳锦记得，
首播当天，收获点赞次数
2.9 万次，共售出 100 多份
产品，销售额 1 万多元。
在这里，他也时常和村里
探讨开展乡村振兴主题
直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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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才是年》的取景地东张村东昇楼（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