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0 . 8 . 17 版

新华每日电讯

返乡大学生“放羊班”有啥不一样
革命老区甘肃庆阳大学生返乡创业群像

（上接 5 版）
但就在企业启动建设时，当地政府突然要求

扩大民意调查范围。陈燕说：“当地街道办事处等
部门要求周边所有小区都做民意调查，甚至一公
里之外的小区也要做。民意调查范围扩大了，反对
的人自然就多了，有居民说‘你们项目没问题为什
么要换地方，换地方就说明有问题’。搬迁也只好
搁置。”

留不下、搬不走，透析中心停摆三年让重庆山
外山公司损失近千万元。“除了直接经济损失，更
严重的是形成了多年投资坏账，我们作为重庆市
重点培育的科创板拟上市企业，阻碍了企业上
市。”

这个合法合规的透析中心何去何从？记者来
到主管部门巴南区卫健委了解情况。该部门一位
干部说：“我们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但有心无力，单
靠我们一个部门难以解决。类似的情况我们碰到
了好几起，我们一家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因

为附近居民反对暂停了很长时间。甚至一家口腔
诊所想开在小区附近，同样遭到小区业主反对不
得不关门。”

这位干部坦言，维护社会稳定是大事，这个项
目又不是招商引资项目，企业应该自己承担相应
的风险。

处理“邻避”冲突应成基层政府

“必修课”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相关公共基础
设施亟待完善。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邻避”冲突
已从最初的环保公共设施扩大到医疗、市政、交

通、电力等领域。
“邻避”冲突是指居民因担心建设项目对身体

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负面影响，从而
产生“Not-In-My-Back-Yard（别建在我家后
院）”的心理，并出现强烈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一边是城市发展和群众急需的公共设施，一
边是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如何摆脱零和博弈，搭
建多方沟通平台从而实现共赢，成为摆在不少城
市管理者面前的难题。

重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廖成林认为，
公共设施建设除了政府财政投资，也需要社会资
本参与。社会资本投资医疗行业对合理分配医疗
资源、缓解公立医疗机构压力、促进医疗产业发展

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政府有责任保护社
会资本投资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激发社会资
本投向公共设施的积极性，保证公共产品的有
效供给。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明
确要求，“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联系机制”“及时
回应企业和群众诉求”。

廖成林认为，疫情之后，群众对健康更加重
视，居民对部分医疗机构产生“邻避”效应可以
理解。但如果“一闹就停”，不但严重挫伤社会资
本投资的积极性、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
整个社会群体也得不到好处。地方相关部门不

能以维稳为由息事宁人、回避问题。
记者在重庆市南岸区山外山弹子石社区透析

中心看到，该中心位于老城区，周边商铺、居民区
较多，部分患者正在中心内透析治疗，秩序井然。

陈燕介绍，在其公司已经建好的 10 家社区
透析中心中，也有几家离居民区较近，在建设之
初同样遭到周边群众质疑。“但当地政府及时介
入引导、防止谣言传播，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我们加强与居民的沟通，宣讲血液透析的原理、
意义、国外的做法，带居民来现场参观，最后获
得了居民的理解支持，项目推进很顺利。”

廖成林等专家建议，地方政府应该以发现
问题为契机，提升破解“邻避”冲突的能力。一方
面做好公共设施的规划、布局，一方面运用“营
销”思维，搭建平台加大政府、企业、群众之间的
沟通、寻求共识，通过新媒体、第三方意见领袖、
参观对话等方式引导舆论，积极树立破解“邻
避”冲突的典型案例。 编辑刘婧宇

重 庆 一 家 正 规 透 析 中 心 三 年 无 法 营 业

本报记者梁军、任延昕、张睿、李杰

1934 年，刘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在甘肃庆阳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率领陕甘边军民浴血奋战，播撒革
命火种。

来到新时代，这片红色热土上，仍然活跃着一
批有志青年。他们从高校毕业后，毅然反哺故土，
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施展拳脚，办企业、搞电商，
空巢化、老龄化的农村因此悄然生变。

大学生养的羊明显更肥哩！

仲夏，姬永锋结束了一天的授课。班上的四
十多名学徒，都是返乡大学毕业生，他们接受培训
后，即将奔赴各乡各村去“放羊”。

33 岁的姬永锋是庆阳市环县大学生养羊产
业协会的会长。

他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年回到环
县搞养殖。那时候，大学生回乡“放羊”还是一件
新鲜事。

环县属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然条
件比较恶劣，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19 年，当地
刚刚实现脱贫摘帽。走出家乡，去外面闯荡，曾是
当地不少年轻人的梦想。

2016 年，环县招商引资引进龙头企业，姬永
锋毅然来到企业，成为一家专业养殖场的场长。
在这家养殖场内，当时有 5 位大学生跟着姬永锋
学养殖。饲喂、清洁、防疫……姬永锋手把手带着
这些并非专业出身的学生，熟悉每一步流程。

姬永锋发现，从校门里走出来的大学生，进羊
圈搞养殖也毫不逊色。

姬永锋说，相比于村里招来的工人，大学生专
业性强，有着良好的实践能力与学习能力，吃苦耐
劳、敢拼敢钻的精神也令人刮目相看。“当时我就
明白，大学生是养殖产业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姬
永锋说。

近几年，一座座现代化养殖场、肉羊屠宰加工
车间拔地而起。现代养殖业的兴起，让许多像姬
永锋一样的“燕子”争先恐后地“归巢”。2019 年，
姬永锋发起成立环县大学生养羊产业协会，把有
志投身农业的大学生们聚拢在一块，协会办起“放
羊班”，帮助更多大学生回乡就业、创业。

王小梅坐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整理
养殖场的季度报表，窗外不远处就是一座气派的
现代化肉羊育肥养殖场。家住环县的王小梅，三
年前还是一名待业大学生，如今没想到，自己在家
门口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当时觉得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简直太
难了。”王小梅说，自己曾在大学学习畜牧兽医，由
于专业冷门，求职路屡屡碰壁。万般无奈下，她只
能先回到家乡。惊喜的是，她遇到了第一期“放羊
班”培训。经过报名、审核和培训，王小梅顺利应
聘成为环县城东塬养殖场的职工。在这座现代化
肉羊养殖场，像王小梅一样的返乡大学毕业生占
职工半数以上。

据姬永锋介绍，借助大学生养羊协会，环县目
前已经培训了近 1000 名返乡大学生。这批人目
前已经在养殖场、村级防疫站、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各个岗位上担任重要职务，开始“反哺”家乡。

“比起养了一辈子羊的老把式，大学生养的羊
明显更肥哩。”环县环城镇冉旗寨村党支部书记王

志涛说，在大学生的参与带动下，当地养殖方式变
化很大，从“满山放牧”到“精准饲喂”，从“看体型
摸肚皮”到“挨个做 B 超”，大学生推动科学养殖
技术应用于脱贫一线。

“回来就是人才，就是致富带头人。”庆阳市人
社局副局长石永宁说，大学生利用信息、技术、理
念等优势，激活县域经济，为“造血式”扶贫提供更
多发展模板。

回农村创业，我的起点反而变高了

回到老家环县两年有余，李超的写字台上，至
今放着人生第一张工资条，上面显示的月收入，是
1010 元。李超保留它，是因为这串数字，改变了
他的人生轨迹。

17 岁那年，李超路过西安一家 4S 修理店，
看见员工个个西装革履，他心生艳羡。次年高考，
李超填报了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修专业，梦
想自己也能走进汽车销售服务行业，找一份“体
面”工作。大学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地在西安一家
4S 店当了售后服务员。

但是，现实却让他碰了一鼻子灰。入职首笔
月薪只有 1010 元，李超还得拿出 700 元交房租。
每天上下班的场景更令他难忘：冬天，李超用一件
大棉袄裹着西服，骑上小黄车，穿梭在城市的街道
巷陌，踽踽而行。

“没有高学历，独自在大城市闯荡，有一种漂
泊感。”李超说，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在大城市
难以立足，不如回到熟悉的农村。

李超打听到，环县发展肉羊产业，需要一批大
学生当羊倌。他笃定，回到农村，终有用武之地。

去年 3 月，李超选择了在环县一家龙头企业
学养殖，待培训结束，他先后又到 8 个合作社学习
养殖的消毒防疫和草料配比。期间，李超从技术
员发展成合作社养殖场场长。现在，他已经是环
县天池乡、演武乡 12 家千只湖羊养殖示范专业合
作社的运营主管。

环县是养殖大县，这几年当地为了推动养殖
业良种化，纷纷引进湖羊这一新品种。相比本地
羊，湖羊产羔成活率高，产羔周期短，效益也更好。
但是，不少农民抱守旧观念，不肯换品种，满足于
旧的散养方式，对政府倡导的新品种，保持观望
状态。

他们万万想不到，在湖羊设施养殖合作社埋
头苦干的李超，此时已把 12 家合作社 7000 多只
湖羊侍弄得膘肥体壮，毛色均匀。乡党们都说，李
超这个年轻后生，才上手一年，已经有了养殖“老
把式”的样子。

“湖羊是新品种，适合设施养殖，饲养需要良
种化、科学化、标准化、集约化。”李超说，湖羊养殖
很有门道，喂食混合草料，提供通风散热的大棚，
一季度打三至四次防疫针，还需定期给羊棚喷雾
消毒……

湖羊养殖效益好，不少农户眼红了。2020
年，演武乡和天池乡新增了 580 户湖羊养殖家庭。

“如果按照每户产羔 20只来算，每家的毛利润收
益在 2 . 6 万元。”李超说。

随着现代化养殖场、肉羊屠宰加工车间、电商
产业园拔地而起，更多像李超一样的大学生视农
村为创业热土，纷纷从都市踏上返乡之路。

据庆阳市人社局数据，近三年回归该市的高
校毕业生总计 2 . 7 万人，多为二本及以下非重点
院校、独立院校和高职院校。2018 年至今，当地
返乡创业的毕业生达 6302 人，养殖和电商成为创
业热门领域。

环县就业局局长刘占鹏介绍，返乡大学生的
到来如同活水注入，助推本地营商环境优化，形成
集聚效应和良性竞争。在大学生创业者的参与
下，环县小微企业对税收贡献值连续三年超过规
模以上企业。

“对我来说，在城市发展没有什么机会，反而
农村缺少年轻力量。在这里发展，我可以实现自
我价值，发展的起点反而高。”李超说。

创业改变了我，也改变了父母的看法

一般人看待农村老家的东西，总觉得“土气”，
可 30 岁的李贇霖却从中嗅到了商机。

李贇霖老家在环县毛井镇。在当地，许多农
妇都会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做的绣花鞋垫针脚细
密，工艺精巧。李贇霖没想到，从小司空见惯的刺
绣鞋垫，有朝一日，竟吸引她走上了创业之路。

2015 年从西安外事学院毕业，李贇霖收到老
家环县人社局邀请，参加了全县组织的大学生电
子商务创业培训。这场培训，让她萌生了一个想
法：让农村手工艺产品，借电商走出大山。

除了参加培训，李贇霖还去电商企业学习网
络销售，靠着积攒的经验，她于 2017 年创办了环
县霖贇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专门销售刺绣
鞋垫。

李贇霖目标客户是城市家庭主妇。她的网店
开业后，宁夏、青海、甘肃、陕西消费者居多。“不管
是自己珍藏还是馈赠亲友，刺绣产品都是许多家
庭主妇的首选。”李贇霖说，不少家庭主妇是刺绣
爱好者，她除了直接销售，还从农村回收半成品鞋
垫，提供给刺绣爱好者，待半成品变成品后，李贇
霖再回收销售。

“有了互联网，我一个人可以撑起一个店。原
料来自浙江，加工在本地农村完成，销路面向全
国，足不出户就能搞定一条产业链。”她说。

考虑到消费者不同喜好，李贇霖主打的产品
风格迥异。她在网络上广罗创意元素，为迎合年
轻人口味，她推出了卡通类鞋垫，图案从花鸟虫草
变成了动漫造型，鞋垫的字样从传统的“福寿禄”
变成了“520”等流行符号。

一双刺绣鞋垫，根据工艺高低，价格从 100 元
至 200 元不等。她的网店一年线上销售额在 70
万元至 80 万元。

李贇霖说，自己能够顺利创业，离不开家乡出
台的一揽子扶持政策。李贇霖目前在环县电子商

务孵化中心办公，政府提供办公设备，免除水电
网费。此外，当地不仅成立了电商办，帮她这样
的电商创业者传递诉求，还给快递公司提供补
助，减少电商创业者的成本，“快递费最低的时
候，3 公斤以内按 3 元计费，一年能帮我省掉好
几万元。”李贇霖说。

李贇霖大学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涉足电商
行业，自己算是个门外汉。

网店销售业绩欠佳时，她埋头研究内容策
划、数据分析等经营之道，甚至自学修图技术，
网店的视觉设计由她一手完成。她发现，电子
交易是一门新学问，需要具备相关知识、综合素
质。“拿沟通技巧来说，作为网店客服，换一种态
度和沟通方式的话，可能会激发客户的消费冲
动。”她说。

这几年，李贇霖感受最深的是，创业让自己
变了一个人。“创业碰到困难时，我第一时间想
到的，不是退缩放弃，而是设法摸索解决，从挫
折中提升自己。”她说。

创业不仅改变了李贇霖，也改变了父母对
女儿的看法。

李贇霖说，在西北农村老家，曾有一种普遍
观念认为，女性的正式工作就是考进体制内，端
上“铁饭碗”。所以父母起初反对她创业。

但看着女儿在电商平台的生意渐有起色，
父母不再口头质疑，而是帮李贇霖从亲戚好友
家收购半成品的鞋垫，予以行动上的支持。

发掘家乡潜力，用所学带动乡亲

31 岁的陶毅，毕业于西安外事学院视觉传
达与设计专业，曾在上海飞利浦总部电商部从
事设计工作。在其他人眼里，这份工作算得上
体面、光鲜。可是，陶毅放弃了这份工作，2015
年回到了老家环县合道镇陈旗塬村，投身到电
商创业浪潮中。

对于他的这一决定，父母不理解，周围乡亲
也觉得不划算，几乎没人看好他。

这一年，正是环县电商产业兴起之年。免
费的办公场所、定期电商培训、低成本物流快
递……当地支持电商创业的政策陆续出台。

陶毅给父母算了一笔账，免费的办公设施
能帮助自己节省大部分开支，快递成本平均能
比市场低 2 元钱，后续每公斤能更优惠，自己还
有丰富的电商经验，各类因素都很利好。

2015 年陶毅先开了淘宝店，销售苹果、小
杂粮、羊肉等土特产，一年收入达到 10 万元。
这让陶毅看到了希望，也让家人更支持自己的
选择。

2016 年，陶毅发现电商行业发展迅猛，环县
农特产品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为了
增加产品可信度及客流，陶毅成立了生平第一家
小公司——环县傲林电子商务责任有限公司。

目前，这个公司里有 6 人，清一色大学毕业
生。“我返乡创业，也给其他同龄人提供了就业

机会。”陶毅说，现在公司运营良好，每年营业收
入 200 万元到 300 万元，利润达到 30 万元。村
里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今年是陶毅返乡创业的第六个年头。从开
网店，到带领团队发展电商业务，他的业务“朋
友圈”越拓越宽。

前不久，刚刚结束了在天津市的电商培训，
陶毅马不停蹄地返回环县，立即将环县羊肉快
递发往天津。原来，在这次培训班上，陶毅除了
学习直播新业态下如何快速发展电商，还不忘
推荐一下家乡的优质羊肉。“天津客户知道了环
县羊肉，现场下单 8000 多元。”陶毅说。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环县农特产品
销售不畅。陶毅另辟商机，发现羊粪这种有机
肥料很受市场欢迎，于是将农户家羊粪进行收
集筛分，每天销售 1 吨到 2 吨，日收入 3500 元。

“短短三个多月，从周围 30 多个羊场收购
销售了 250 多吨羊粪。”他说，看到了有机肥市
场前景，5 月份自己又将村民们灶台产生的草木
灰收购并筛分处理，20 多吨草木灰销售一空。

周围的村民尝到电商的甜头后，有来请教
的，也有上门推销的。有农户拿自家的土特产
登门推荐，希望利用电商平台销售。“每次乡亲
来咨询，我都会耐心讲解，我希望不断发掘家乡
潜力，用我的所学去带动乡亲致富。”陶毅说。

改变家乡旧面貌，从我们做起

相对环县，庆阳市合水县自然条件优越，光
照充足，雨量适中。当地瓜果蔬菜品种丰富，被
誉为黄花菜之乡，又是甘肃苹果的核心产区
之一。

2016 年合水县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同年，丑虎炳辞去西安的工作，
结束在外五年的漂泊生活，返回家乡。

丑虎炳毕业于广东科技专修学院，计算机
专业的他熟悉互联网，了解东部沿海地区电子
商务发展现状。在得知家乡具备电子商务创业
的条件后，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机遇，成为当地第
一批搭上电商快车的创业者。

“家乡的黄花菜和苹果品质优良，在外地都
买不到、吃不着。”一开始，他就选定了以本地农
特产品作为创业的主要产品类型。

2016 年，丑虎炳的电商公司成立。黄花
菜、苹果、干果……这些农特产品他都卖，但每
个月线上销量少得可怜。

“酒香也怕巷子深。”丑虎炳说，电商市场同
质化竞争激烈，物流成本昂贵、产品质量把控不
过关，公司起步并不顺利。

创业之初，人手不足，他一人承担起收货、
验货、发货的全环节，挨家挨户谈合作，在田间
地头看长势。水果交易行情动态变化，经常一
天一个价，为了及时调整应变，他每天早上 4 点
摸黑跑到集市，跟着果农验货，了解价格走势。

转机发生在 2018 年底。合水县果业局在
广东东莞的水果批发市场设立了水果直销窗
口，直接对接珠三角的大型水果批发商。丑虎
炳承担了主要的供货任务，以苹果为主的各类
水果日均发货量超过 10 吨。

这场“及时雨”帮助他的公司稳住了脚跟。
循着这一思路，丑炳虎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线
下农产品供应链建设中，庆阳的小米、羊肚菌、
核桃等农副产品也被纳入公司经营范围。他也
从当年的单打独斗发展为 11 人的创业团队。

“现在营商环境好多了。政府对我们的扶
持力度很大，我们也在充分利用这次机遇。”丑
虎炳说。

最近几年，合水县建起了县乡村三级农村
物流配送网络，帮助电商创业者解决“最后一公
里”物流配送难题，同时配套建设了电子商务服
务中心，成立电子商务办公室，提供人才培训、
技术支撑、品牌培育、营销推广等服务。丑炳虎
的公司入驻了合水县电子商务民俗文化创业
园，和其他创业者一样享受了三年内免租、免服
务费等优惠政策。

未雨绸缪，他给自家销售的农特产品注册
的商标“馋半仙”“陇河堂”。疫情期间，他和团
队把手机变成“新农具”，通过直播带货、电商平
台推广等形式，把自媒体运营和农产品营销相
结合，网店销量不降反增。

截至目前，丑虎炳的公司在京东、拼多多等
线上电商平台上的销售额已达 390 万元，带动
了当地 230 多户贫困户。今年，丑虎炳计划在
创业园附近修建冷库和种植基地，继续建设完
善农产品的线上线下供应链。

让他欣喜的是，团队中陆续有大学生加入，
一批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依托已有的货源和
销路自己去创业，目前已有 4 名大学生开起了
自办网店。

“以前家乡给外界的印象是落后，但随着我
们越来越多年轻人回乡，改变农村旧面貌就有
了可能。”他说。

●借助大学生养羊产业协会，

环县已经培训了近 1000 名返乡大

学生，在养殖场等各个岗位上担任

重要职务

●“大学生养的羊明显更肥

哩。”从“满山放牧”到“精准饲喂”，

从“看体型摸肚皮”到“挨个做 B

超”，大学生推动科学养殖技术应用

于脱贫一线

●起初反对大学毕业的女儿回

乡创业的父母，看着女儿在电商平

台的生意渐有起色，开始帮她收购

半成品的鞋垫

●“我返乡创业，也给其他同龄

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返乡大学生陶

毅的电商公司每年利润达到 30 万

元，村里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以前家乡给外界的印象是

落后，但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年轻人

回乡，改变农村旧面貌就有了可能”

▲环县返乡大学生在“放羊班”接受培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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