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不摘面膜的“面膜妈
妈”杨桂菲是一位全职妈妈，
从不摘眼镜的“地图爸爸”钱
佰万是一位宠妻狂魔，天生小
卷毛的“小大人”哥哥钱一心
是一个宠妈狂魔+宠妹狂魔，
呆萌可爱的“小人精”妹妹钱
一意是全家人的团宠。这是
《面膜妈妈养娃》的四个主人
公。凭着暖心搞笑的日常故
事，这个动画IP仅仅在抖音
平台就收获了超6千万的点
赞。谁能想到，其背后的创作
者是无锡90后女生袁青菁。

2019年 9月，还在做品
牌策划的袁青菁被另一家公
司邀约创立一个全新的自媒
体IP，方向为母婴，形式为动
画，毫无自媒体和动画经验
的袁青菁想起了自己印象最
深的亲子类动画《大头儿子
和小头爸爸》。“短视频带有
消遣放松的娱乐属性，我想
要这个IP具有治愈特征和陪
伴感，场景具有生活气息，能
够引发受众的共鸣。我当时
就觉得，家庭亲子这个主题
不错。”确定了主题后，下一
步就是要设计人物形象，品
牌策划出身的袁青菁提出了
一个关键词“特色”。“要让观

众记住，人物形象必须有高
辨识度，才能脱颖而出。”经
过团队的反复修改与讨论，
最初的三个人物形象出炉
了：爱美、永远敷着面膜、穿
着旗袍的妈妈；穿中山装、一
直戴着眼镜、不露眼睛的爸
爸；身穿唐装、大头卷发的儿
子，标题就叫《面膜妈妈养
娃》。“特色”不仅体现在人物
形象上，片中奶奶的配音都
具有浓厚的“锡普”口音，袁
青菁笑称，起初是为了省钱，
所以都是团队的小伙伴和家
人亲自“上阵”，后来有足够
的预算了，去找了专业的配
音老师，那种播音腔反而让
大家觉得不习惯了，“对于我
们这种在自媒体平台传播的
轻漫来说，专业没那么重要，
特色才是‘王道’。”

2019年 9月《面膜妈妈
养娃》从零开始，10月推出第
一条视频，几期视频后播放
量就破十万。“我记得有一条
视频是邻居指责妈妈为什么
一直玩手机，为什么要爸爸
抱小孩，但其实我们想表达
的是，养育孩子并不是妈妈
一个人的责任。当时这条视
频爆了10万+，应该也是引

起了大家的共鸣，奠定了我
们视频的基调：父亲也要参
与育儿过程陪伴才能让亲子
关系更加融洽。”随后的成绩
令团队所有人感到惊喜与振
奋——巅峰期每条视频都有
千万播放量、最高的一条光
抖音平台就获得了5800多
万播放量、不少视频总平台
的播放量都能破亿、获得抖
音2020年度十大动画IP、第
二届江苏省十佳自媒体账号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
运，走了一条竞争压力比较
小的动画赛道，出圈的背后
是天时地利和一点点的努
力。”四年前的袁青菁是视频

“小白”，不懂人物形象，就找
有设计经验的前辈请教；不
懂分镜和脚本，就和团队一
起在搜索引擎上看该怎么

写。作为团队负责人，她给
自己定的要求是：每天刷
100条视频，并在表格中记
录每条视频的特点与爆点，
这个习惯，她坚持了三年。

“我们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
边制作、边学习、边成长。”

与高峰期一同到来的还
有争议。“我认认真真地看了
许多网友的留言，也反思了
之前一些视频里存在的问
题，或许是价值观导向不合
适，或许是蹭热点，或许是坏
人角色太工具化，后来也都
努力在改进。”2021年后，因
持续做同一个主题而感到灵
感衰竭的团队同事纷纷离
职，目前，《面膜妈妈养娃》的
策划、脚本、分镜、剪辑、特
效、运营、商务等都由袁青菁
一人包揽，在主题方面，也有

了明显的变化，不再跟着热
点走，而做自己真正想表达
的东西。社会事件、亲身经
历、新闻报道、公益广告都成
为袁青菁的灵感来源。“我想
做一些有意义的视频，比如
反诈宣传、社会公德主题的，
安静地传递自己的价值观。”
现在的袁青菁还在运营其他
新媒体账号，“我不是面膜妈
妈，也不是其他人物形象，我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可以
创造无限可能的袁青菁。”

（晚报记者 吴雨琪/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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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膜妈妈面膜妈妈””变形记变形记

常年在水上漂泊的船民
网购该往哪寄？需要补给饮
用水、想休息时船停哪？近
日，记者从市港航事业发展
中心了解到，就像高速公路
的服务区，水上也有供船舶
补给、船民休息的服务区，并
且功能一样不少。

新安水上服务区位于京
杭运河苏锡交界处西北方，
坐落在新安大桥以南、硕放
桥以北的京杭运河左岸。驾

车从运河西路行经到这段路
时，便能看到岸边停靠着一
排船只，有的船只已经卸完
货，有的还满载着。来到服
务区内部，有健身场所、有快
递柜、有充电桩、有停车场
……与汽车的服务区似乎没
什么区别。服务区工作人员
李秀远介绍，水上服务区就
是给在水上跑生活的船民提
供服务的，因此内部设置是
根据船民的需要来做的，并

且仍在不断完善中。
“服务区泊位岸线长约

300米，能供近30艘千吨级
船舶同时停靠休整。”据介
绍，服务区每天都有途经船
只船民在这里休息和过夜。
用水补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而在此前，船民打水只能
人工手动进行，效率较低。
2021年时，新安水上服务区
在全省率先引进了5套智能
供水设备，船民只需要扫码

就能开阀，免费给船舶加水，
极大地方便船民。“2022年
给船民免费加水1500多吨，
有效解决停靠船舶用水难问
题。”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服务区的办公楼
内，刚进大门，就有船民拿着
冰棍边吃边走出大楼。船民
赵师傅讲，以往在服务区可
以解决水电灯等难题，但是
想补充生活用品较为麻烦：

“只能出发的时候多准备一
点，或者去超市买，但是服务
区的位置相对比较偏僻，想
买东西要跑好远。”赵师傅
说，今年服务区内开了一家
超市，虽然不大，但常用的生
活物品如粮油、日用品齐全，
一些船上使用的装备五金、
船舶配件也能买到，极大方
便了船民。说着，赵师傅从
超市旁的快递柜取了一件快
递告诉记者，这是他老婆买
的，之前算好时间寄到服务
区，趁着等待卸货的时候来
取走。

取了快递的赵师傅没一
会又回到了办公楼，这次他
手上多了个茶杯，径直来到

“船员之家”内，拿起架子上
的杂志坐了下来。他告诉记
者，自从有了休息室，他到服
务区就会来坐坐，“天天待在

船上，就喜欢脚踏实地的感
觉，这里有空调，还能看电
视，很舒服。”据介绍，船员之
家除了配备电视、杂志报刊、
饮用水等常规物品之外，还
配备了跳绳、毽子等运动用
品，创可贴、碘伏等急救用
品。同时，还为船民准备了
雨伞，方便船民借用；设置了
心愿墙，采集船民的心声。

李秀远讲，目前服务区
还有更多设施在完善中，如
因地制宜打造的集法治宣
传、普法教育、休闲、健身于
一体的特色文化公园、彩虹
步道。在大楼一楼右侧还有
新落成的交通执法水上自助
服务站，站内的自助服务设
施通过打造智能终端应用，
涵盖日常业务申办、任职适
任考试、违法处罚教育、职业
培训等领域，船民在日常工
作时遇到的问题可以在这里
一站式解决。（甄泽/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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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超市、寄快递、健身……

船舶也有服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