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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识晦涩难懂，农民看不懂、不爱看，怎么办？

别着急，云南的“华仙大妈”有办法。

“境外高薪是诈骗，就是有人不相信。”“为什么还

是有人要上当？”“贪小便宜会上当，好高骛远会上当，

人心不足蛇吞象，最后就是会上当。”视频里，“华仙大

妈”与同伴一边干农活，一边用方言聊天。认真听会发现，

他们的对话里全是宣传防电信诈骗的“干货”。这种轻松

幽默的“拉家常式”普法，深受观众欢迎。

视频中的女主角“华仙大妈”年逾五旬，是临沧市凤

庆县雪山镇新联村的一名普通农妇。如今，她多了个新身

份——普法“达人”，把晦涩难懂的法律知识创作成轻松

幽默的视频段子，让人一看就懂。一年多来，“华仙大妈”

的原创普法视频有数十条，内容涵盖农村宅基地、反电信

诈骗、名木古树保护等多个法律知识点。其中，单条最高

播放量达1500多万次，点赞量达10万以上，“华仙大妈”

也由此成为人气高涨的农村网红。

农村网红来自农村、最懂农民，能够精准把握农民的

兴趣点、关注点和需求，善于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

法律知识，这是他们的特色，也是优势所在。近年来，像“华

仙大妈”一样的农村普法达人越来越多，他们懂得就地取材，

编创接地气的普法段子，成为普法强基中的一股新兴力量。

不过，也应看到，农村网红毕竟不是法律专业人士，

并且大多数人学历不高，在编创普法作品时难免存在对法

律知识理解和运用不到位的情况，如果不加以引导和监管，

可能会造成“乱普法”的现象，与普法强基的初衷背道而驰。

云南各级普法部门看到了农村普法达人的优势和问

题，采取举措扬长避短、因势利导。一方面，普法部门对

农村普法达人们提供专业法律指导，将其培养成法律明白

人，确保普法内容准确、质量高；另一方面，普法部门致

力于挖掘培养更多普法达人，在云岭大地掀起一股花式普

法热潮，让普法宣传真正走进农村，走进农民心里。

普法强基需要更多的“华仙大妈”，

让我们为农村普法达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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