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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店专骗老年人”作为视频标题，

在给老人修手机前，也会装作要

收钱，实际上最后没有收。

这些“反转”操作，让视频

流量比之前高了不少，也确实起

到了引流的效果。李琳坦言，从

2020 年开始拍视频，店里的客

流一直在增加。有一些粉丝之后，

也让回收二手机的业务更广泛。

2025 年春天，李琳的生活

逐渐回归正常，不再有那么多媒

体和营销号联系他，但他也有了

新任务。安徽移动的朋友找到他，

希望他能够去当地，分享运作营

业厅的经验。

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卖手机

的同行私信他，请教怎样拍视频

流量更高。李琳仔细地看完对方

发表过的视频，逐帧截图，做好

标记，给对方发过去，在语音里

分享自己的经验。

许多网友认为李琳有了“网

红”潜质，但他不以为然。“直

到现在，拍视频只是我生活中很

小的一部分。”李琳告诉记者。

李琳可能不会成为“网红”，

但李琳手机店这条“赛道”确实

很独特，那些噌噌上涨的流量就

是最好的证据。

在讨论李琳手机店经营模

式能否复制的同时，网友们也意

识到，老年人这一群体存在巨大

的差异。有老人为智能机的使用

而困惑，也有老人已经开始学习

DeepSeek 这样的最新科技。最

近，广州老年大学开设全国老年

大学首个 DeepSeek 班，报名开

始 1 分钟后便满员了。

大城市的年轻人提出“断亲”，

但在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还在

运转。“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

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

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

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

到是自动的。”费孝通的论述，

在李琳的视频里仍有迹可循。

至于李琳自己，最近也有

了新烦恼：村里老人也会刷短视

频，知道李琳找他们要钱多是“套

路”，于是“纳米技术”这一套

话术不好使了。还有人“要面子”，

不愿再出现在视频里。李琳手机

里积攒了不少素材，但很多都不

能发。不想当“网红”的李琳，

开始有了流量焦虑。

团队，但他向记者证实，几乎都

是他一人完成拍摄和剪辑。

为了增强视频的“戏剧性”，

李琳意识到“剧情反转”的重要

性。现在他喜欢给自己的视频封

面打上几个大字——“维修骗

局”，或是“纳米技术”。

几年前，李琳看过一个老

人因手机屏幕不亮而去维修的视

频，老人以为是自己的手机屏幕

摔坏了，但其实只是他无意间把

屏幕亮度调到了最低，却为此花

了两百块钱的维修费。此外，他

还看到同行用“纳米技术”维修

手机。老人听到所谓的“纳米技

术”，会觉得很厉害，更愿意付钱。

李琳没有复制这样的“骗

术”，但他学到这些话术，用在

了自己的短视频里。他以“农村

大姐太好骗了，秒赚 50 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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