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空巢”变“暖窝”

薛元金

我所在的高邮市菱塘回族乡是全省唯一的少数民族乡，位于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市北郊、高邮湖西畔，

一直是全省民族工作对外交往的“窗口”。成立回族乡 30多年来，在各级关心支持下，全乡 2.3万各族群

众团结奋斗，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民族乡镇前列，先后四次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

2018年 5月，省委书记娄勤俭到乡里调研并强调，菱塘的发展得益于思想的不断解放，要在新时代继

续走在改革发展的前列，特别是按照“四化同步”要求推进乡村振兴，建好少数民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

家园。

牢记殷殷嘱托，菱塘发挥国家重点中心镇与全省唯一少数民族乡的政策优势，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

个振兴”，鼓励激励返乡青年就业创业，出台了鼓励创业、支持返乡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促进居民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发展特种电缆、智慧照明、现代农业、民族旅游四大特色产业增加家

庭经营性收入，强化惠民政策落实增加转移性收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增加财产性收入。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以来，全乡共有 200多名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其中有少数民族青年 60多名，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青春活力。

乡里的清真村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省级特色

田园乡村。作为该项目牵头负责人，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去村里走一走、看一看。

一天清晨，趁村民在家还未外出，我早早来到村里，就张庄等庄台民居保护性修缮问题征求村民的意

见建议。刚到村口，就看见几个“老人”吃力地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们。我当时

就在想，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在忙什么。处理好手头上的事情，我跟随行的村干部聊起这个话题，他讲起了

其中一户的情况。

薛大姐女儿女婿常年在南京打工，老伴老杨也一直在扬州做瓦工，都是过年过节偶尔回来。她每天都



要忙里忙外，身子骨也不大好，还要照顾刚上幼儿园的孙女，属于典型的“空巢”家庭。“现在不少年轻

人都到大城市发展了，类似这样的家庭，村里还有不少。”村干部说。

我感到，没有人气的乡村，即使条件再好、环境再美，总感觉少了一些生机与朝气。其实，只要让年

轻人回来就业或者创业，类似这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于是，我从村网格员那里找来薛大姐女儿小杨的

电话，决定做做小两口的工作。

一天晚上，我拨通了小杨的电话，在说明意图后，她感到很惊讶。小杨说，2009年职校毕业后，一直

留在南京打拼，目前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员，丈夫小金在同一家酒店当保安队长，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每年差

不多有 6 万多元，除去房租和一些必要的生活开销，一年下来基本上所剩无几。我向她介绍家乡近年来的

发展情况和目前的就业创业政策，希望他们能回菱塘发展。但在近 1个小时的交流中，小杨说得最多的，

大概还是家里开销虽然比大城市少，回来发展也能照顾老小，但总觉得农村发展机会没有外面多，而且小

金认为自己是汉族，小杨的亲戚大都是回族，担心回去后生活上会有不习惯。后来虽然多次与他们沟通，

但小两口都以再考虑考虑为由，婉言谢绝了我。

2017年 6月的一天傍晚，我正好在清真村开会，忽然有村民跑来说，薛大姐家里围了好多人。我立即

和村干部前去了解情况。原来，她突然头晕，一头栽倒在了地上，老伴老杨在扬州一时半会也赶不回来，

来看究竟的邻居大都是老人，一下子手足无措。我急忙拨打 120，并联系医院帮忙治疗。随后，我又将老

杨和孙女一起接到医院，并帮他们准备了晚饭和生活用品。安顿下来后，我打开微信与小杨视频通话，将

这边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她。镜头这边几个月没见到妈妈的小杨的女儿大哭起来，不停地喊妈妈；镜头

那边，看见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和面容憔悴的父亲，小杨也伤心地哭了。此时此刻，思念与无助的交织，小

杨的心似乎一下子“融化了”，他说：“乡长，感谢您的关心，我听您的，年底我们就辞职回来。”

乡村振兴一定要留住年轻人。其实，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想要吸引、留住像小杨这样的年轻人返

乡就业创业，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好的发展机遇、创造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找不到对的发展路子，就是回

来了也会打退堂鼓。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直在想能帮他们做点什么。有一次去南京参加活动，结识了省人大代表、扬州

灯泡集团负责人。闲聊中得知公司有一部分氖灯组装业务想外包，没什么技术门槛，只需要几台专业设备，

人员简单培训后即可，产品不用担心销路问题。这不是很好的创业机会吗？随即，我打电话问小杨有没有

兴趣，小杨爽快答应了。只是 4台设备需要 16万元左右，小两口算了半天，手上只有不到 3万元的可用资

金，而且又没有厂房，手续也不知道怎么办理。这些困难成为小两口创业路上的“拦路虎”。为了打消他

们的顾虑，帮助他们实现创业梦想，我把家中仅有的 8 万元全部借给他们作为启动资金，并为他们担保贷

了一部分款，同时四处打听物色了闲置的厂房，乡代办员还全程跟踪服务帮助办理手续。不到一个月，所

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就等“老板”归来任职。

2018年 3月，灯泡厂正式开始运营。“以前是为别人打工，现在是为自己打工！”小杨自豪地说。据

她介绍，工厂每年可加工约 2000万支氖灯，除去各类成本，每年纯利润约 14万元，而且做得越多，赚得

越多。创业初期，他们既当老板，又充当物流、会计、工人等多重角色，虽然辛苦，但小两口还是经常加

班加点，不到一年就添置了私家车。

创业的路途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天，乡里接到 12345 政府热线，有附近居民投诉小杨的加工厂

经常深夜运转，噪声较大，影响了居民休息。由于历史和规划等原因，类似这样的矛盾在我乡时有发生。

当天晚上，我带领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前往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离厂不远我就听到了机器运转的声音，



但周围也没有民居，怎么会有人投诉呢？我立即让小杨先关掉机器，并问清事情原由。听说有人投诉，她

好像早就知道是谁了。原来，小两口每天上午要到扬州送货取料，只有下午和晚上才会闲下来集中精力加

工生产。厂房对面的一排低矮房子里，有个人租住在里面，由于在菱塘这边开农村公交，需要早睡早起，

所以与小杨产生了一些不愉快。但不管怎样，遇到类似的投诉，企业肯定是理亏的，必须立即整改。可是

关停企业无疑会要了他们的“命”，而搬迁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考虑到厂房周边也没有民居，我便带

着小杨一同到租户那里打招呼。租户告诉我们在这里租住好几年了，跟小杨也没什么矛盾，就是嫌声音吵。

听到这里，我便将小杨的创业经历告诉他，并提出帮忙在附近租一个房子。租户表示理解，二话没说就与

小杨“握手言和”了。

为了更加方便解决小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我还将小杨拉入乡级“店小二”微信群，只要遇到什

么难题或有什么诉求，在群里@一下相关部门即可，相关负责人将会在第一时间给予回应。

如今，小杨事业家庭实现双丰收。一家人每天都能聚在一起，一日三餐，欢声笑语，昔日的“空巢”

变成了现在的“暖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