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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初春，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被

一场大雪笼罩。凌晨 4点多，位于固原市西

吉县兴隆镇的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率先从

黑夜中“醒来”。

在这座西北地区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

市场，工作人员协助指挥着上百辆大卡车、

平板货车有序入场。随着一阵阵刹车声，成

群的牛被“牛伢子”（西海固地区方言，指从
养殖户处收集购买肉牛的人——记者注）
赶下仓栏闸门，市场里萦绕着“哞哞”的牛

叫声。

夜色下，00后肉牛经纪人马强来到市

场，替广东、广西等沿海省份的客商买牛。

他裹着棉大衣在基础母牛区、育肥牛区穿

梭，打着手电筒仔细相看待交易的肉牛体

型。看到体格健硕的，就拉起卖方的一只

手，用传统的袖筒议价方式询价、还价，

快到上午 11 点时，他买入了近 60 头牛。

按当地的市场交易规则，买一头能赚 200
元劳务费。

如今，肉牛产业带动兴隆镇 1600多名

群众实现了就业。其中，很多像马强这样的

35岁以下青年，都在围绕肉牛产业就业创

收。他们深度参与着当地肉牛产业的发展，

在“牛镇”“牛市”里淘金。

繁荣的肉牛产业为年轻
人带来致富门路

23岁的马强从小在单南村长大。在他

的记忆中，牛和猫狗一样，都是很常见的动

物，全村几乎家家都养牛。提到牛，他童年

最快乐的经历就是上小学时，协助同村老

乡徒步把牛牵到交易市场，一次能赚两元。

马强家也养牛。他的父母和雇用的 5
名饲养员打理着一座肉牛养殖场，喂养了

100 多头牛，每天早午晚定时定量投喂 3
次，还要打扫 5座牛棚。

2020年高中毕业后，马强到家附近的

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当起了肉牛销售经纪

人。这个工作被当地人称为“代办”，要按客商

的订单要求，找活体肉牛的卖方谈价格、下

订单，称重后装车发货。

这座市场里交易的活体肉牛主要是育

肥母牛。马强介绍，体格健壮的母牛体内分

布着丰厚的油脂，就像雪花一样分散在肌

肉纤维中。雪花肥牛是大湾区特别是潮汕

地区食客的“心头好”。

时至今日，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仍沿

用传统的“拉手手”袖筒内议价方式。卖方

在袖筒里先用手指比画卖价，马强用同样

的办法比画还价。旁人若想知道袖筒里的

交易是否达成，得通过买卖双方的面部表

情和语气词来判断。对于这种古老的交易

方式，马强认为，这能避免其他围观者企图

哄抬价格的情况。

谈拢成交价后，马强向卖方给付 100-
200 元订金，在牛背上写上标记，通常是

“字母+数字”。这座市场有个规矩：凡标了

记号的牛，买方不相看、卖方也不推介。接

近中午，数百家卖方会把牛拉到称重区过

秤。马强总能根据记号及牛的毛色、体格，

辨认出自己买的牛，“锻炼了 3 年多时间，

不会记错”。

每个农历单日开集天，他的订购量一

般有七八十头牛；春节前后的销售旺季，每

次要买入 100多头。有时市场交易太火爆，

开集期间没买够客商要的订单数，或农历

双日客商下了订单，他得趁着不开集的空

档，走村入户上门找养殖户买牛。

当天买够了牛，马强就装车发货。淡季

买入量较少时，会把牛运回家养两天，和下

次开集日买入的牛一起装车发出。1辆 9.6
米长的货车能装 30头牛，再多就得找双层

货车或 17.5米长的货车。

为了尽可能地控制运输成本，他经常

找 6名西吉县当地的汽车司机合作。从西海

固到东南沿海城市，司机日夜兼程，经过一

天一夜运达目的地。马强说，遇到雨雪天气

或堵车情况，一群牛在车里挤来挤去，容易

造成损伤。西吉人有养牛传统，一旦出现突

发情况，司机多少都有点儿应对处置经验。

做代办虽然来钱快，但挣的都是辛苦

钱。每个开集日天还没亮，马强就得进市

场，既要时刻注意周围错综复杂的交通环

境，还要避免站在牛屁股后被踹到，夏季要

忍受滂臭的牛粪味儿，寒冬要扛得住接近

零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还要忍受风吹雨

淋。但他一直相信，躺平没有未来，勤劳

才能致富。1月 25日，距离结婚还有两天

时间，他仍然在工作。

让马强感到欣慰的是， 2023 年以

来，市场里的线下成交量增加了，去年，

他干代办的纯收入有 150 多万元，今年 1
月销售旺季，月收入就接近 20万元。

这个小镇青年用这些收入在西吉县城

买了一套婚房，还买了一辆 20 多万元的

越野车。“我的代办业务做好了，单家集

的养殖户、市场上来自西北各地的‘牛伢

子’，还有外地订购商都有收益。大家都

赚钱，我很开心。”

村里还缺懂技术会管理的
高素质产业青年

单家集包括单南和单北两个行政村，

是回族群众聚居地区。单南村党支部书记

边斌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这两个村

目前有 7000 多名村民，大家都爱吃牛肉，

有养牛的传统。仅单南村就有 236 户肉牛

养殖户，村里推行青贮饲养技术、以牛粪还

田做肥料。

谈到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的发展情

况，边斌介绍，单家集地处甘宁两省份交界

处、位于六盘山脚下，肉牛养殖户与牛伢子

喜欢聚集在此开展交易，市场因此逐步发

展壮大，占地面积从最初的 1.5亩扩建至目

前的 75亩，是当地商贸物流的“旱码头”。

特别是 2004 年以来，单家集群众为

了拓展销路，自发组团到广东、海南、云南

等省“转市场”（考察肉牛销售市场——记
者注），向沿海、沿边地区推介西海固活体

肉牛。多年的销售实践逐渐为当地的牛肉

品质赢得了好口碑，持续吸引着客商订

单，“市场的良性发展为单家集带来了经

济效益。”边斌说。

提到单家集这片故土，他颇为自豪。

1935年 8月至 1936年 10月，红军曾 3次路

过并驻扎在这里。因为尊重少数民族习惯、

真诚帮助穷苦百姓，当地群众盛赞红军是

“仁义之师”。时至今日，当地人一直非常注

重“回汉一家亲”。外地客商到单家集活畜

交易市场考察生意，肉牛经纪人带他们吃

的第一餐，一般都是当地特色美食炖牛排。

“邀请他们大口吃肉、大口喝汤，亲自

尝尝牛肉口感。”边斌说，即使最终没能达

成交易，单家集的代办也会帮客商推荐其

他同行促成合作。

“一头肉牛浑身上下都是宝，给单家集

群众打开了致富门路。”边斌介绍，单南村

和单北村的中老年人普遍有养殖经验，主

要从事养殖育肥工作。两个行政村 1450余
名 18-35 岁年轻人中，超 90%都在围绕着

肉牛产业就业创收，业务范围包括代办销

售、运输、屠宰，回收销售牛皮、牛尾巴、药

用牛杂，还辐射到餐饮和住宿服务、经营兽

药店等。

运输司机马小龙跑了 4 年多货车，货

物就是来自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的活体肉

牛，送到东南沿海省份卸货后，会和快递物

流商合作，往宁夏运快递或者拉家具建材，

“往返一趟、车不空跑，都有钱可赚”。

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的日渐繁荣，给单

南村增添了许多活力。因为大宗活畜交易资

金流动量大，市场门前有了银行。牛伢子和

客商聚在这里交易，周边 100米内陆续新开

了四五家宾馆，还有五六家西北风味面馆。

一家宾馆的负责人马国雄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市场门前道路两侧广东、

湖南、贵州牌照的车辆，都是肉牛订购客商

的。一间客房每晚 100 元。2023 年腊月到

2024年春节前，几乎每天所有房间都是满

客状态。

边斌从不担心单南村会“空心化”。他

了解到，近几年，单南村和单北村许多 90
后、95 后在外地完成了学业或务工返乡

后，都选择留在家乡定居，“原因是大家看

好这里的肉牛产业发展”。

据统计，目前单南村和单北村从事肉

牛经纪人职业的 35岁以下年轻人有 140多
名，“就着这个产业在家乡谋生，都有钱

赚。”边斌说。

不过，让他感到忧虑的是，以单南村为

例，目前 35 岁以下的肉牛产业青年从业

者，普遍都是初高中学历，在延伸产业链条、

稳固订单、拓展销路等方面，缺乏谋划长远

发展的眼界与策略，村里缺少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产业青年。

他介绍，今年，单南村“两委”计划向兴

隆镇申请，组织产业青年开展专业素质技

能提升培训，推动更多青年职业农民在乡

村振兴的大舞台上成为主角，在乡村全面

振兴中贡献更大力量。

让更多青年人才看到肉牛
产业好“钱”景

“目前，宁夏养牛规模最大的县就是西

吉县，兴隆镇又是西吉县养牛规模最大的

乡镇。”兴隆镇党委副书记王维毅介绍，单

家集活畜交易市场不仅已发展成宁南山区

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还是西北地区最大

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目前由单南村和单

北村共同负责运营。

这座市场隔天开一次集，热闹程度不

输首府银川的农贸市场。开集前一天的 22
点，就陆续有养殖户、牛伢子开着运输车、

拉着成群结队的活牛提前排队候场。他们

主要来自西海固地区，也有甘肃省平凉市、

天水市、庆阳市的，还有陕西省榆林市的，

甚至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开集期间，

市场里往往堵车严重，两个村要安排工作

人员维持市场秩序，必要时，还要有交警帮

忙维持交通秩序。”王维毅说。

据当地官方数据，西吉县每年的活体

肉牛交易量有 40万-50万头，近一半经由

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直接运送至广州，其

他的销往上海、安徽、广西、湖南等省（区、

市）。这座市场的年交易额约为 50亿元。

活畜交易还带动了兴隆镇的餐饮业发

展。目前，镇街道上仅牛肉火锅店就有 20
多家。去年，全镇培育扶持了 1500 多家商

贸企业、个体经营户、流动商贩，带动了 1.3
万余人实现就地就近创业增收。这其中，35
岁以下的年轻人是主力军。

“目前，肉牛养殖、商贸物流是兴隆镇

的两项重要产业。”王维毅介绍，农民广泛

参与肉牛产业发展，为兴隆镇打下了经济

基础。为给农民提供更多市场机会，近两

年，兴隆镇为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修建了

办公楼、增设了线上交易区，方便外地客商

通过在线视频达成交易。去年，兴隆镇投资

800多万元，为市场硬化了路面、加固翻新

了围栏和大门。

他提到，长期以来，深加工一直是兴隆

镇肉牛产业发展的短板，导致西海固的活牛

拉到外地屠宰、与其他产地的牛肉混着卖。

为弥补肉牛产业发展短板，2023 年，

西吉县招商引资 7000多万元，实施肉牛养

殖暨牛羊精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在单家

集活畜交易市场周边新建了一座屠宰场、

建成并启用了两个屠宰车间，整个建设过

程带动了 200 多人就业、为日常运营创造

了 30多个岗位。

春节前夕，一些来自广东的肉牛订购

客商向王维毅建议：将肉牛的屠宰和精分

割程序，前置到运输发货前，将生鲜牛肉精

分割为牛柳、牛腱、牛排、牛腩、牛后脑肉

等，并分类打包，希望以此提高前端市场的

销售效率。

王维毅说，其实兴隆镇也有延长肉牛

产业发展链条的规划，为此还用近 100 只

羊开展了一次屠宰和精分割试验。今年，打

算盘活镇里一处靠近 566国道的废弃养殖

场。同时，继续优化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

硬化场地路面、扩建交易大棚面积，逐步精

准对接生鲜牛肉销售市场。“今后要延伸生

鲜牛肉精深加工产业链条，肯定还需要更

多高技能青年人才。”

春节假期只休息了两三天，马强又忙

起了代办业务。奔波在前端销售市场的

他，也在关注养殖环节。他计划今年拿出

30 多万元，给自家的养殖场加盖两座牛

棚，帮助父母扩大养殖规模，还准备尝试

拓宽业务、代理销售优质

肉牛饲料，“希望把交易

市场的规律摸得更准，以

更沉稳得体的姿态把生意

做得更远，让更多青年人

才看到肉牛产业发展好

‘钱’景”。

这些年轻人在西海固勇闯“牛市”

□ 焦敏龙

00 后马强上小学时，当地曾流传着
这样一句话——“不好好念书，将来回家
喂牛”。现在，他庆幸自己赶上了老家肉牛
产业发展的好时机，从牛身上挣到了钱。

走进宁夏西海固腹地的单家集，我发
现，目前长居在村里的许多95后、00后，虽

年龄不大，但已进入社会多年。他们不甘
于像祖辈、父辈那样大半辈子只干喂牛这
一件事，都在想方设法从牛身上“淘金”。

西吉县农村地区基本家家养牛，但
普遍以小规模分散养殖为主，相比兄弟
县盐池的滩羊养殖销售，这里的产业链
前后端环节衔接得不紧密，导致肉牛产
品附加值低。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的牛肉消费

量有1024.5万吨，在全球牛肉消费量中排
名第二。如今，除酱牛肉、炖牛肉、炒牛肉这
些传统烹饪食用方式外，各地消费者对牛
肉的食用需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展
肉牛产业，各环节必须紧跟市场需求。但我
在采访中发现，西海固的肉牛养殖和屠宰
户、经销商，目前离消费市场还有些远，快
速精准捕捉市场需求的灵敏度不够高。

在未来，当地需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

提升肉牛产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及时搭
建一条覆盖肉牛养殖、屠宰、加工、贩运等
环节的全产业链条，推动肉牛产品深加工，
带动产业青年更好地从中获得红利。

在西海固地区，像马强这样投身肉牛
产业发展的青年，几乎没有过吃不饱、穿不
暖的经历和体会。相比外出务工，他们更愿
意留在家乡就业创业。

新农村要想吸引青年职业农民，不能
仅靠亲情与乡愁，要用健全的产业链赋予
传统养殖业全新的活力，并与农村青年产
生实在的、正面的利益链接，才能让他们看
到良好的前景，激发他们扎根乡村振兴一
线的热情。

吸引青年职业农民，不能仅靠亲情与乡愁

今年23岁的马强是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

单南村二组村民，在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从事肉牛

销售经纪人工作。图为他给自家养殖场的牛喂

饲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摄

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每逢农历单日开集。每次

开集，00后肉牛销售经纪人马强会在清晨6点左右

进市场相看品相好的活体肉牛。图为马强（左二）相看

待售肉牛的体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摄

3月 14 日，兴隆镇当地青年肉牛销售经纪人

（左一）与待售肉牛的卖方用传统的“拉手手”袖筒

内议价方式交流成交价格。 西吉县兴隆镇供图

实习生 赵雪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黄丹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李

君表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种

低俗、暴力、色情、赌博、以丑为美、

以恶为美、为了流量没有底线和下限的

行为充斥网络空间。他建议持续开展网

络乱象治理，净化网络空间。如今在网

络上，一些妆造怪异、行为出格、打擦

边球的低俗审丑视频屡禁不止。在“万

物皆可播”的时代，各种低俗行为成为某

些人眼中的“流量密码”。对此，一些年

轻人也在反思：审丑视频火爆，我们到底

在追捧什么？

审丑视频成冲浪“减速带”

吉林农业大学学生迟骋结束一天课程

后，回到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短视频

平台。他从来没给扮丑网红点过关注，也

谈不上喜欢，但主页上总能刷到这些。

“就是看个乐子，很搞笑”，他最常看的是

某个变装博主，“这种反差感挺刺激的”。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生沈琪雷喜欢在

聊天中用一些稀奇古怪的表情包，“平时

鬼脸表情包用得比较多”。说着，他随手

给记者发了一张“神图”。

沈琪雷偶尔会刷到一些点评扮丑网

红的视频，内容大多是网友对这类网红的

嘲讽。在他看来，很多年轻人并非真的喜

欢审丑视频，而是沉浸在舆论对这类网红

的戏谑之中，获得心理上的愉悦感。

除短视频外，扮丑网红也在以“梗”

的形式加速走红。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宋

忻言发现，身边不少朋友都会跟风玩一些

梗。“有时，我们聊天聊到了年龄，就会

有人用‘刚满十八岁’来回答”，她坦

言，“其实只是调侃一下这种矫揉造作的

女网红，说多就没意思了”。

审丑文化带来的快乐无需多少成本，

手指一划、视线停留几秒即可获得。但这种

快乐并不能持久。来自西藏的 00后女孩儿

仁增卓嘎经常追一些短剧，“很上头，但时

间长了就很难集中注意力看书了”。

在辽宁读书的王一帆也有同感，他经

常因为学网红说话被爸妈批评，“看多了

以后，会不经意间模仿博主的语气和行

为，有些谐音梗不太尊重人，可能会引起

误解”。

一名直播行业从业者表示，主播入行

门槛不高，可能有一部能录像的手机就够

了，但赛道很拥挤，想脱颖而出并非易

事。要么有健全的运营团队，要么有一技

之长或独特的人格魅力。于是一些想赚快

钱的人就开始剑走偏锋，用颠覆传统、非

理性的方式塑造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人

设，不断挑战公众的审美下限。

低俗内容难以根治的原因之一，在于

它往往能精准踩中观众的情绪燃点。在王

一帆看来，审丑视频更像是生活中的“调

味剂”，解压、接地气。他坦言，平常学

业压力很大，休息时就只想围观一些无需

思考的东西。比如，网友在审丑视频弹幕

和评论区的“神吐槽”，就经常让他笑得

上气不接下气。

一些审丑现象也在串联起年轻人的社

交，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几天不

刷短视频，就和朋友们聊不到一起了，别人

玩梗的时候自己只能尬笑。”渤海大学学生

宫玮说。她和舍友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

寝室群，状态十分活跃，“火花”已经燃了近

90天，“我们每天都在群里转发搞怪视频，

有时候还会比谁的更‘土’”。

向美而行需多方合力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

究员陈娴颖认为，资本是审丑博出位的重

要推手。尽管已有被封杀的前车之鉴，但

仍有人挤破头也想成为下一个“顶流”。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余跃洪经常自嘲

“对丑东西上头”，他觉得，单纯提供快乐

无可厚非，但当丑的现象和符号被资本

推动，需要警惕一些突破底线的现象。

“美并不是针对外貌而言。网络上的审丑

网红，更多是指那些在镜头前违反社会

规范、讲粗俗段子、通过不良行为圈钱的

群体。”

前段时间，坐拥千万粉丝的网红“铁

头惩恶扬善”因在直播间自曝嫖娼以及频

繁发表煽动、教唆性负面言论，而被多次

封禁。但仍有部分网民为其打抱不平，把

嚣张称为风格，管口无遮拦叫性情憨厚，

来掩饰一些出格和违法行为。

在陈娴颖看来，审丑视频大多是在搞

笑的外壳下，包裹着色情、暴力甚至难以

觉察的负面信息，易引发社会的模仿效

应，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误导，尤其是三

观仍在建立中的学生群体。

宫玮的妹妹还在上小学，放学后经常

会跟着短视频学说一些网络梗，“听着就来

气，会提醒她，不让她说”。迟骋的弟弟也是

个“网络原住民”，经常会说一些不符合公

序良俗的流行梗。

当谈到年轻人如何应对审丑现象时，

余跃洪直言，要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和认知

能力，“警惕心中的魔鬼”。陈娴颖认为，

年轻人在接纳审美多面性的同时，也要激

励自己向真、向美、向善。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宋亚君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网络空间是我

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虽然是虚拟空

间，但是已经深度融入我们的经济活动、

娱乐生活。网络空间如果乌烟瘴气，那必

然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情绪和焦

虑。网络空间天朗气清，人们才能有安全

感和幸福感。社会各个组织、各个单位都

应该对净化网络空间负起责任来，营造良

好的氛围。

向美而行也需多方合力。陈娴颖表

示，以文化人、以美育人是关键。她呼吁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充分发挥自身力量，将

丰富的正能量特色文化传递给公众，鼓励

更多人走进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美

学场所，让更多人去实地感受美的东西、

传播美的内容。

审丑视频成流量密码，我们该如何向美而行

如今，肉牛产业带动兴隆镇1600多名群众实现了就业。很多像马强这样的35岁以下青年，都在围
绕肉牛产业就业创收。他们深度参与着当地肉牛产业的发展，在“牛镇”“牛市”里淘金。

记者手记

3月 14日，兴隆镇当地青年肉牛销售经纪人（中）

与卖方交流订单。

西吉县兴隆镇供图

3月 14日，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开集日，00后肉

牛销售经纪人马强（中）与待售肉牛的卖方谈交易。

西吉县兴隆镇供图

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这是目前宁南山区最大

的牲畜交易市场，每逢农历单日开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摄

为给农民提供更多市场机会，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为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增设线上交易区，以方便外地客商通过在线视频达成交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摄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