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零下25℃的泰山玉皇顶，一位头戴毛线帽的主播正面对镜头讲述千年碑刻的故事，直播间涌入数万名网友。这不是普通网红，而是拥有
350多万名粉丝的文旅顶流“泰山娟姐”张娟。

记者初见张娟，便能感受到她身上对生活和工作的极大热情。作为一位从导游成功转型为文旅主播的奋斗者，她的故事犹如充满挑战的传
奇，在泰山文化传播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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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直播的深入发展，张娟开始
思 考 如 何 破 局 ，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如果单纯做文旅主播，一直没
有 收 益 ， 这 个 行 业 肯 定 做 不 下
去。”张娟说，“于是我开始尝试带
货。”然而，带货的决定遭到了一些
人的质疑，他们认为讲文化就不应该
卖货。

“我每次都会认真地和大家解
释，如果让你们从兜里掏钱去宣传这
座山和这座城市，很多人是做不到
的，但我可以通过带货来实现。我要
吃饭、要建团队，也要更好地宣传泰
山。”张娟耐心地解释。

面对“讲文化为何要带货”的质
疑，张娟选择用数据回应。她带货的
第 一 个 产 品 是 家 乡 平 阴 县 的 玫 瑰
花。“我们老家的玫瑰花是被李时珍
写入《本草纲目》的，是药食同源的
玫瑰，品质非常好。”张娟自豪地
说。她的推广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不
仅帮助花农增加了收入，还提升了平
阴玫瑰的知名度。2022 年，张娟获
得“平阴玫瑰推广大使”荣誉称号。

带货这件事不但支撑了“泰山娟
姐”账号的运营，也惠及了其他企
业。在给泰山紫草油带货前，很少有
人知道这类产品。“泰山紫草是泰山
四大名药之一，泰山紫草油作为泰安
的特产效果非常好，应该被更多人知
道。”张娟告诉记者，她第一次在直
播间上泰山紫草油时，5000 瓶的货
瞬间就卖没了。通过她的直播间，了
解泰山紫草油的人更多了，产品销路
也 打 开 了 。 2021 年 河 南 发 生 水
灾，企业把带货得来的全部收入都捐
赠给了河南用于救灾，传递了爱心与
正能量。“这就是我带货的意义所
在。”张娟说。

当同行纷纷转向室内专场直播
时，张娟仍坚持风雪无阻的户外直
播，宣传文化与直播带货并存。这种
创新模式背后，是文旅传播者的生存
智慧。张娟团队开创了“大号做文
化 、 小 号 养 团 队 ” 双 轨 运 营 的 模
式，既保证了350万名粉丝主账号的
内容纯粹性，又通过 7.4 万名粉丝的
带货号实现了商业转化。

双轨运营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从金牌导游到文旅顶流

“泰山娟姐”的跨界坚守与文化破圈之路

（下转A03版）

本报记者 刘小东 见习记者 杨玉洁

1994 年，年仅 15 岁的张娟来到
泰安上学。“我第一次到这个城市的
时候，就被那座山吸引了。”张娟回
忆道，“一个外地人来到这里，抬头
就能看到一座有名的大山，那种感受
至今难忘。我当时就觉得，这会是我
以后生活一辈子的地方。”

此后，张娟在国企担任商场营业
员，工作之余，隔壁矿院 （现山东科
技大学） 的图书馆成了她的知识宝
库。在一名教授的鼓励下，她在那里
阅 读 了 近 10 年 的 书 ， 从 《红 楼
梦》到与之相关的服饰、饮食、建筑
文化书籍，她都有所涉猎。“当时读
的时候，并不清楚这些知识有什么
用，现在看来，它们是我人生最宝贵
的财富。”张娟感慨地说。

后来，张娟所在的单位破产，她
考取了导游证，于 2003 年正式踏入
导游行业。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出
色的讲解能力，张娟迅速在众多导游

中脱颖而出。2006 年，她当选第一
批全国优秀导游。

读书的意义在于拓宽视野、丰富
内心、提升自我，并为人生增添更多
可能性。“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奖的那
一刻，我知道，那些读过的书都化作
了我前行的力量。”张娟自豪地回忆。

在当导游的过程中，张娟将从书
本中汲取的知识转化为讲解词，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泰山文化，让游客
对泰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希望
我 带 的 游 客 不 是 走 马 观 花 式 的 游
览，而是通过我的讲解感受到泰山文
化的博大精深。”张娟说。

2017 年，张娟被评为中国首批
国家金牌导游，入选了国家文旅部师
资库。从那时起，张娟开始奔波于全
国各地开展导游培训，并到旅游院校
作 讲 座 。 工 作 、 收 入 稳 定 ， 有 时
间、受尊重，还有鲜花和掌声，张娟
活成了很多人羡慕的样子。

结缘泰山 知识奠基成长路

2020 年 ， 因 受 新 冠 疫 情 影
响，张娟的工作量明显减少。这位习
惯手执导游旗，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
的文旅人，选择握住自拍杆开启了转
型之路。

转型之路远比想象的艰难。初入
自媒体领域的张娟遭遇三重困境：设
备购置的资金压力、文旅直播的体力
极限、知识输出的流量困局。“一开
始真的不被看好，有人说我长得不好
看，40 岁的年龄跟不上新媒体的步
伐，体力也比不过年轻人。”张娟笑
着说，“但我就是不服输，我对文旅
的热爱不允许我放弃。”

最初，张娟对视频剪辑一窍不
通，只能以 10 元每条的价格请学生
帮忙剪辑。那时候，她独自一人上山
拍摄的画面常出现“半个人头”的尴
尬。“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都觉得我

语 速 太 快 ， 其 实 是 因 为 没 人 给
拍 ， 为 了 不 耽 误 游 客 行 程 ， 找 他
们 帮 忙 我 都 尽 量 快 点 儿 ， 争 取 一
条过。”张娟说。

转型做自媒体，张娟也受到了不
少质疑，有同行说她的讲解太有文
化，吸引不了太多粉丝，也曾有专门的
评定机构说她账号的粉丝数量最多不超
过30万。不服输的张娟说：“不要轻易
下定论，我相信，只要坚持就一定能迎
来转机，努力就有可能出现奇迹。”

越来越多人认可张娟拍摄的短视
频，2020 年 5 月 15 日，张娟爬到泰
山之巅，拿着自拍杆，以“泰山娟
姐”之名直播了第一场泰山日出，从
1.4 万名粉丝开播，到 4 万名粉丝下
播 ， 创 造 了 属 于 自 己 的 奇 迹 。 如
今，“泰山娟姐”这个账号的粉丝数
量已经超过350万。

疫情之下 勇闯自媒体新征程

张娟的直播之路堪称一部拼搏
史，她曾经一个月直播83场，每场3
到4个小时，有时早中晚都播。“我就
是想把泰山文化讲给更多人听，让大
家感受泰山的魅力。”张娟说。她的努
力没有白费，她对泰山文化的深入讲
解吸引了大量粉丝，直播逐渐受到关
注，直播间人数常常达到两三万人。

文 旅 主 播 的 工 作 强 度 远 超 想
象。“这和带团完全不一样，带团时
游客的体力有限，行程相对轻松。但
做自媒体，对个人体力和脑力的要求
都很高。”张娟介绍。除了直播，张
娟还面临着视频日更的压力。“短视
频 是 重 要 的 传 播 方 式 ， 我 不 能 落
下。虽然很辛苦，但为让更多人了解
泰山，一切都是值得的。”张娟说。

她的坚持和努力得到了回报，越

来越多人认识并认可了她，“泰山娟
姐”逐渐成为泰山文旅的一张新名
片。2021年，因致力于省内文化和旅
游资源的宣传，“泰山娟姐”被评为山
东省十佳导游主播。张娟说：“经常有
粉丝在直播间说，来泰山碰到热心的
出租车司机推荐关注我的账号，通过
我的视频了解泰山。这让我特别感
动，我宣传了这座山，也宣传了这座
城市，付出被看到了，他们的每一句
认可，都是对我的最高赞赏。”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但一群人可
以走得远。随着粉丝数量的增多，张
娟逐渐意识到团队建设的重要性，于
是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团队。如今，她
的 8 人团队分工明确，既有专职摄影
师记录泰山美景，也有专业客服在线
解答网友咨询。

坚持直播 成就文旅新名片

张娟为直播做准备。 记者 刘小东 摄

张娟在雪中直播泰山。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