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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子为啥能留住年轻人
——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村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拓兆兵

乡 村 振 兴 离 不 开 年 轻

人。如何留住年轻人？这是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亟待破解

的课题。宁夏固原市西吉县

曾 是 国 家 重 点 贫 困 县 ，于

2020 年脱贫摘帽。出人意料

的是，在农村年轻人普遍外出

打工的西部，西吉县单家集村

却有约 90%的年轻人选择留

村发展。这个人多地少、自然

条件并不优越的小乡村，究竟

拿 什 么 留 住 了 村 里 的 年 轻

人？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

当地采访调研。

单家集年轻人的选择给人

以启发——农村留住年轻人要

有新理念。

近年来，农村青年越来越

多地选择在服务业就业。一是

觉得在农村种田很辛苦；二是

认为农村发展空间小、收入低，

不符合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预

期。在西部一些地区，餐馆花

两三千元就能雇到一名年轻服

务员，而农业企业出七八千元

的月工资都难以雇到一名年富

力强的拖拉机手。

面对农村传统生产难以留

住年轻人的情况，单家集另辟

蹊径。在这里，年轻人主要负

责肉牛物流、分销、中介等第三

产业工作，接触终端顾客，是肉

牛自生产至供应市场的最后阶

段。单家集的产业结构是以集

市服务业为龙头，融合了养殖

业、种植业等第一产业。与单

纯养牛种地相比，这种产业融

合的方式发展空间更大，符合当下年轻人的诉求。

这既是单家集留住年轻人的关键因素，也是单家集

产业能够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

对农业而言，这种将一二三产业融为一体的复

合型产业形式，通过农产品生产、储藏、加工、综合利

用、销售等一体化融合发展，提升价值链，使农民共

享利润。强调产品的特色化、品质化和系列化，提供

市场需要和消费者喜爱的产品，这与乡村产业振兴

发展的方向高度一致，是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好抓

手。在西部，葡萄+、光伏+、旅游+等融合产业特色

鲜明，发展前景好，吸纳就业能力强。整个产业链条

中，旅游服务、销售等岗位可有效吸引年轻人就业，

并可逐步引导他们向一二产业环节下沉，满足农业

对青壮劳动力的需求。

从单家集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产业

融合发展上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有条件的地区可

以做好融合产业规划设计和配套，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期待更多新理念和主动作为的出现，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

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留人要有新理念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郎郎 冰冰 美美 编编 王墨晗王墨晗

六盘山西麓，天高云淡。驱车来到位于宁

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的单家集村，只见穿村

而过的省道两旁，店铺林立。不到两公里长的

街道上，有四五十家饭馆、两家宾馆与多家商

店。如此规模及热闹程度，堪比一些乡镇政府

所在地，在宁夏实属罕见。是什么造就了这一

红火乡村？

“西北名集”机会多

“单家集包括单南村和单北村，共有 4000

多人，因单姓人居多而得名。这里在清代初期

就形成了商业集市，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旱码

头，主要开展牛羊、毛皮、农产品等交易。由于

牛羊质量好、村民诚信度高，交易范围涉及陕

甘宁以及新疆、河北、山东等地。”单南村党支

部书记单云向记者介绍。

围绕集市，单家集逐渐形成了养牛、收牛、

卖牛、住宿、餐饮、零售等业态。其中，中老年

男性主要养牛，女性以服务业为主，年轻男性

被称作“牛伢子”，主要负责为村里的贩运大户

找牛、赶牛，土话叫扒牛。每逢农历单日，“牛

伢子”们就到集市上扒牛。

凌 晨 4 点 ，单 家 集 活 畜 交 易 市 场 就 开 市

了。四面八方赶来的货车拉着活牛陆续进场，

车声牛声响成一片，“牛伢子”们忙前忙后帮着

赶牛和选牛：看中哪头牛，就与货主谈价。谈

妥后，就将此牛做个记号，最后集中将牛赶到

雇主的养牛场交货。

“扒牛眼力要准。”29 岁的拜万福告诉记

者，当天，他帮大户马连杰扒了十几头牛，每头

牛挣中介费 100 元，收入 1000 多元。从 18 岁开

始扒牛，他干这一行已经 10 年有余，年收入十

几万元，在宁夏农村地区属于高收入。

扒牛还有一种升级版，就是“牛伢子”把市

场上的肉牛买下，转手倒卖给其他客商挣差

价。限于实力与规避风险，他们往往只买三五

头牛，只要一头牛能挣一二百元就立即出售。

如果当天卖不掉的话，就把牛先赶回家养着，

等下个集市再卖。在单家集，一头肉牛可能被

倒手好几次，反复交易大大增加了“牛伢子”们

赚钱的机会。

“机会多，工作不累，收入甚至比城里年轻

人还高！”单云说。因为集市，单家集人日子过

得殷实。但对年轻人而言，外面的世界还是有

诱惑力的。上世纪 90 年代，单家集有不少年轻

人出去打工。不过，近 10 年来，出去的年轻人大

多陆续回来了，因为村里发展空间快速扩大。

“扶贫产业”空间大

党的十八大后，精准扶贫力度空前。西北

一些贫困县根据干旱缺水的实际情况，将扶贫

产业重心由种植业向养殖业转变。由于养殖

肉牛经济效益和市场前景都好，在地方政府大

力推动和金融机构的强力支持下，肉牛养殖由

零星养殖向规模化养殖转变，并转向优良肉牛

品种，肉牛产业驶入快车道。由此，单家集发

展 空 间 成 倍 放 大 ，出 去 闯 荡 的 年 轻 人 开 始

回流。

2012 年，在外跑了 8 年运输的资深“牛伢

子”单志虎回到村里，重操旧业。“其实，当年跑

运输还好，我每年能挣十几万元。之所以回

来，是想借机大干一番！”今年 38 岁的单志虎告

诉记者。

2013 年，单家集顺应新形势新建了活畜交

易市场，规模由过去的 5 亩地扩大到 75 亩地，

每集的肉牛交易量激增至数百头。前来买牛

的客商急剧增加，且以购买力很强的广东、云

南等客商为主。“南方客商基本上是有多少买

多少。”单志虎说。

看到肉牛产销两旺，单志虎果断出手，贷

款养了 40 多头肉牛，并将家里改成民宿供客商

居住，由妻子经营。2016 年脱贫攻坚战打响

后，宁夏及周边省区肉牛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单家集肉牛日交易量增加到 1000 多头，旺季达

到 1500 多头，客商也随之激增。于是，单志虎

于 2019 年将自家民宿拆掉，盖了 4 层楼的宾

馆，年收入三四十万元，完成了由“牛伢子”向

老板的转身。

得益于脱贫产业壮大，近几年，单家集肉

牛交易量每年达 20 多万头，年交易额 4 亿多

元，大大激发了“牛伢子”们的创业动力。

在 22 岁的单建军家，记者看到院子里 3 个

现代化牛棚住满肉牛。在当天的集市上，他收

购了 75 头牛，其中 57 头是为外地客户代购，其

余的喂养一段时间后出售。当天，他挣了一万

多元代办费。与老一辈“牛伢子”一样，他从十

四五岁开始赶牛，攒点钱后开始扒牛。不一样

的是，他通过网络寻找客商，并与多个南方客

商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成为其经纪人。去

年，他挣了 45 万元。

老“牛伢子”们成功回归，新一代“牛伢子”

快 速 成 长 ，单 家 集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富 裕 村 。

2020 年，单家集人均纯收入超过 1.8 万元，位居

西吉县第一。

“淳朴乡村”有远方

有钱之后，在城里买房是当下西北众多农

村青年的选择，一是他们大都喜欢城市生活，

二是为了孩子上学。然而，在单家集这一现象

并 不 突 出 ，只 有 约 三 分 之 一 的 人 在 城 里 买

了房。

44 岁的单旭忠是养牛贩牛大户，两个孩子

均在县城上高中，却一直没有在县城买房。对

此，单旭忠直言：“我认为主要是观念问题。我

们村大部分人重视教育，但不过度追求在城里

买房供孩子上学。”

走进 43 岁的养牛贩牛大户单文兴家，宽敞

的院子一边是漂亮的住房，另一边是干净的牛

棚。他家有 7 口人，包括 3 个上学的孩子与年

迈的父母，同样没有在城里买房。“老人们在城

里生活不习惯，不愿意进城。在我们村，年轻

人是不可能不管老人的，所以在城里买房的人

不多。”单文兴说。

“还有就是村里生活便利、舒适，这也是村

民们在城里买房少的因素之一。”单北村党支

部书记米正清总结说。

买房现象折射出了单家集年轻人务实理

性、重视亲情的特点。产业留人之外，这无疑

是该村能留住年轻人的重要原因。留人贵在

留心，留住了年轻人，就留住了劳动力，就留住

了活力。记者看到，在单家集，幼有所依，老有

所养，加上这几年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好，乡

村振兴美好画卷正向村民们徐徐展开。

2020 年，宁夏明确将肉牛产业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九大重点产业之一，并出台有力政策，

这对单家集是重大利好。不仅如此，考出去的

大学生们也开始回村发展。去年，22 岁的马旭

大学毕业后主动回到单家集发展肉牛产业。

大学生回村，为单家集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这样的乡村美好未来可期。

单家集村民单旭忠在喂牛单家集村民单旭忠在喂牛。。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拓兆兵拓兆兵摄摄

2021 年以来，浙江省温州市积极创新绿色金融，助力打

造美丽温州样本。浙商银行温州分行响应号召，围绕温州

市相关政策部署指引，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

升绿色金融服务水平，发挥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为

“绿色”产业注入金融能量。截至 10 月底，浙商银行温州分

行绿色信贷余额达 48.46 亿元，比年初增加 10.76 亿元，增幅

达 28.5%。

创新供应链，推行绿色“整链金融服务”模式。一直以

来，浙商银行温州分行在当地监管部门指导下，积极探索供

应链融资与绿色金融相结合，创新绿色供应链“整链金融服

务”模式，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便捷的线上金融服务。例如，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为乐清市某集团授信 3 亿元，为其下游

企业授信 5 亿元，并通过“光伏贷”产品成功实现农户贷款

7.53 亿元，惠及农户超 8200 户。

创新服务方式，丰富产品促进绿色金融全面发展。浙

商银行温州分行加强创新产品和创新业务在绿色信贷领域

的应用。积极推广资产池、至臻贷、超短贷、应收款链平台

等平台化服务，盘活绿色企业沉淀资产，减少对外融资总

额，降低融资成本。截至目前，已为绿色企业开通资产池超

20 户，累计入池量超 40 亿元，有效地解决了绿色企业票据

管理难题，以绿色服务方式降低客户成本和能耗。

（数据来源:浙商银行温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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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绿色金融 助力打造美丽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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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清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245
许可证流水号：00592943
批准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08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77 号院 1 号楼底
商 1 层南侧
发证日期：2021 年 06 月 10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白纸坊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15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944
批准成立日期：2006 年 07 月 28 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西街 8 号楼 01 层
商业 101-1
发证日期：2021 年 06 月 10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风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2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958
批准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08 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含英园九区 5 号楼一层
101 号、地下一层 B101 号
发证日期：2021 年 06 月 23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
临空经济核心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119
许可证流水号：00801071
批准成立日期：2003 年 06 月 17 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府前街西侧路北
发证日期：2021 年 08 月 31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
张家湾设计小镇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466
许可证流水号：00801925
批准成立日期：1987 年 02 月 05 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镇政府南侧
发证日期：2021 年 09 月 27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芍药居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283
许可证流水号：00801964
批准成立日期：1990 年 07 月 10 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北里 305 号楼 1 层
底商 27-29 轴
发证日期：2021 年 09 月 28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环球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45
许可证流水号：00801965
批准成立日期：2021 年 06 月 07 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环球大道 1 号院 1 号楼
RR-09
发证日期：2021 年 09 月 28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创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46
许可证流水号：00802345
批准成立日期：2021 年 09 月 29 日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一街
10 号院 6 号楼 1 层 106
发证日期：2021 年 10 月 14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
永丰基地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165
许可证流水号：00802696
批准成立日期：2002 年 02 月 25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永丰基地新材料创业大
厦南楼一层 106、107 室

发证日期：2021 年 10 月 25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内大
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47
许可证流水号：00802959
批准成立日期：1998 年 11 月 20 日
住 所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东 总 布 胡 同 58 号 1 层
101A-1 单元
发证日期：2021 年 11 月 04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月坛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383
许可证流水号：00802960
批准成立日期：1985 年 06 月 01 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8 号国润
大厦一层
发证日期：2021 年 11 月 04 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 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