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用闲置资源能增收

“以前这里是一个闲置的老宅子。自从种起花
菇，庭院干净整洁了，收入也增加了。”山东省聊城
市临清市老赵庄镇由庄联合村村民李奎林正在自家蘑
菇棚里采摘肥厚鲜嫩的花菇。这些花菇除满足自家人
日常食用外，余下的则就近销售。

仅需半亩地，就可建一个花菇种植“微小棚”，让原
本普通的“农家院”变成村民的“增收园”。今年以
来，临清市立足本地空闲庭院和劳动力等实际情况，
把发展庭院经济与乡村振兴工作相结合。当地政府整
合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依托本地种植花菇的特色产业
优势，以家庭为阵地，以庭院为载体，建设花菇种植
大棚并配备光伏发电板，推进庭院经济提质增效。

在宁夏吴忠市同心县兴隆乡新生村村民田林家
中，院里的杏树上前不久刚结出青色的果子。与普通
杏子不同的是，这些杏子成熟后可以在树上自然阴
干，俗称吊干杏。

价格平稳的年份，吊干杏干果每斤可卖到 50多
元。“现在这些树近一半进入了盛果期，每亩每年能
产生4万多元纯收益。”田林指着自家的杏树笑着说。

有了田林的成功经验，新生村“两委”将发展庭
院经济作为助农增收的手段之一。去年起，新生村村
集体出资，在村民房前屋后和路边先后种植吊干杏树
2万多棵，平时这些树由村里的 400多户脱贫户、低
保户来管护，将来产生的收益也归管护者所有。

“小巧的庭院经济有着不小的助农增收空间。今
后我们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如何，将体现在庭院
经济发展效果上。”新生村党支部书记顾四亮说。

相关部委出台政策明确，从实际出发，突出乡土
特色，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子，宜种则种、宜养
则养、宜加则加、宜商则商，探索发展多种类型庭院
经济。

目前，多地因地制宜，推出庭院经济建设方案。

有的地方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打造一批微茶园、微菜
园、微果园、微菌园，就近满足城市消费；有的地方
发展特色手工，在庭院中建立小加工厂，发展非遗工
坊、家庭工厂、手工作坊，开发乡村特色文创产品；
有的地方发展休闲旅游，挖掘生态资源，推出特色民
宿、家庭旅馆、休闲农庄、农家乐、小型采摘园等，
打造精品田园和美丽庭院；还有的发展生产生活服务
业，创办电商销售点、直播带货点、快递代办点，增
加农户经营收入。

庭院美促进乡村美

庭院经济，不仅促进就业创业，也美化了乡村环
境。各地围绕“家”“庭”两字做文章，以家庭为阵
地，以庭院为载体，普通的农家小院变成小作坊、小
工厂，让村民在美丽庭院里发展“美丽经济”。

走进山东省惠民县石庙镇村民侯希伟家中，环境
整洁，草莓苗散发阵阵清香，村民们将草莓移栽到花
盆，再打包成箱，几辆运输车在门外等候装货。

“这个活就在自家院子里干，没啥用地成本，劳
动力就是街坊邻居，姐妹们也不耽误照顾家庭，还能
增加收入。”侯希伟的妻子彭翠说。

云南维西县曾是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
区，一些地区卫生条件较差。据当地干部介绍，近年
来，在乡村旅游项目的示范引导下，村民逐步形成美
化庭院的意识。

在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一幢具有民族特色、装
点着红绿花草的民宿引人注目。当地统一规划乡村旅
游项目后，民宿主人肖金红把自家房屋精心装饰一
番，将美观的植物种在院里，还搭配多肉植物打造出

“微生态”景观。他说：“乡村庭院成了镜头中的美
景，住店客人都会在院里拍照打卡，不仅生意越来越
红火，也让大家心情更愉悦。”

拓展庭院经济延伸功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山

东临清市以庭院经济为契机，开展“美丽庭院”“绿
色庭院”“增收庭院”“星级胡同”等评选活动，对环
境较好、利用高效、整理有序、运转良好的庭院给予
表扬和奖励，以家庭“小美”推动乡村文明“大美”。

小庭院蕴藏大潜力

业态繁多的庭院经济正在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
春水。

在山东省惠民县，“大园区+小庭院”的模式，让
农家庭院兼具菜园子、手工作坊的功能。李庄镇、姜
楼镇已发展绳网小庭院 1500 多个，从业人员 4万余
人，庭院小个体经营逐步发展成为群体集中的大产业
集群。惠民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宋召武介绍，如今，编
织绳网不再是村民补贴家用的副业，而成为很多家庭
的主要经济来源，全县绳网产业集群产值达220亿元。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宁夏吴忠市盐池县花马
池镇四墩子村脱贫户陈建福有点忙，农家院改造的

“农家乐”民宿共接待了400多名游客，他不得不雇用
了 4名临时工作人员。陈建福说，四墩子村距离盐池
县城不远，东邻火车站和花马湖生态水系，西邻哈巴
湖旅游景区，加上这些年村庄人居环境建设搞得好、
大棚果蔬采摘业发展快，前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如
今，村里十几户村民开起“农家乐”，庭院经济和乡
村旅游业开始融合发展。

电商营销也为小庭院带来新销路。惠民县姜楼镇
崔寨村村民李秀琴在自家小院打包电商产品、发快
递，年收入可达 5万元；擅长编织绳网的李庄镇村民
刘艺双实现了只需一部手机就增添一份收入，她把简
易绳网加工成网兜、挂毯等手工艺品，通过网络直播
销售，产品年营业额达30万元。

在云南，一颗萝卜的“华丽转身”彰显庭院经济
的潜力。以往，云南临沧市马台乡全河村萝卜山由于
交通不便，产业单一，村民主要销售鲜萝卜，增收较
为困难。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入驻后，特色鲜明
的“家庭车间”和“家庭牧场”建成，研学项目吸引
来慕名而来的外地人，种萝卜、拔萝卜、拌萝卜成了
旅游体验项目，不少村民的家庭收入随之增加。

专家认为，充分利用家家户户的院落空间，通过
订单生产、服务协作、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
户等模式发展庭院经济，有助于实现农村产业由分散
化向规模化转变、由粗放式向精细化提升、由产销脱
节向产加销一体化推进，实现全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
紧密衔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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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滨河小区居民使用“平价充电
桩”充电。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戚丹青 摄

图②：合欢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咏梅为
辖区老人讲解家庭用电用气安全知识。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戚丹青 摄

图③：在教育新村社区随处可见忙碌
的“志愿红”。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云层 摄

“争做文明市民，共享文明果实。”5月
16日，位于睢阳区文化街道办事处教育新村
社区的商丘师范学院第四家属院内滚动播放
着倡导文明的宣传语。该社区在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中探索出一套以“五星”支部为
引领、志愿服务为主线，全民发动、齐抓共
管的创建工作长效机制。

“建议丰富我们社区积分超市的奖励内
容，在社区开展文明市民明星榜评选活动，激
发大家维护社区文明的积极性。”对居民代表

的建议，教育新村社区工作人员认真整理下
来，对合理的建议，社区积极采纳、落实。

为吸引更多群众主动投身到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中来，发挥基层党支部在文明创建中
的引领作用，该社区经常召集小区物业、业
主代表共同商议创建工作，形成支部吹
哨、物业集合、业主参与的创建合力，解决
创建工作常态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巩固创
建成果。

在商丘师范学院第四家属院，每天都

有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在小区内打扫
卫生、帮助困难群众购物、搬运物品、给
独自在家的孩子辅导作业、纠正不文明行
为，为居民提供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
居民张秀玲就是众多志愿者中的一员，她
是商丘师范学院退休教师，在第四家属院
居住了近 20年，每当她看到小区道路上散
落的纸屑、烟头、果皮都会拾起来放进垃
圾桶。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每天都有很多志愿者在家属院帮忙维护环境
卫生，我作为家属院一分子更应该出力。”
张秀玲笑着说。像张秀玲这样，受到志愿者
感召的群众还有很多，他们从创建初期的旁
观者，一步步转变为参与者，大家以实际行
动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在社区党支部的引
领下，教育新村社区形成人人参与、齐抓共
管的合力，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管理
贡献力量。

睢阳区文化街道办事处教育新村社区

齐抓共管 构建和谐社区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云层

“大爷，您做完饭后有没有关闭家里的
燃气阀门？燃气胶管老化了没？可要注意安
全呀！”5月 15日上午，梁园区前进街道办
事处合欢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辖区老人家中，
向他们讲解家庭用电用气安全知识。这是
该社区尊老敬老、全力优化养老服务的体
现，也是社区工作人员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所作的点滴贡献。

据了解，合欢社区现有 70岁以上老人
56人，很大一部分老人都是独居，老人们
的生活情况时刻牵挂着社区工作人员的心，
他们经常到老人家中探访。

为了防止老人迷路、走失，社区工作人
员专门为每位老人制作了防走失二维码胸牌
和黄手环，老人独自外出遇到紧急情况时，
身边的人通过扫描胸牌上的二维码，或者查

看手环上的信息，便可第一时间联系到老人
家属，从而帮助老人平安回家。

每逢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合欢社区
都会给老人们送去生活用品，还组织他们开
联欢会、包饺子，让老人们度过一个欢乐的
节日。社区工作人员还和市众人志愿服务队
的志愿者们一起，为抗战老兵、老党员、独
居老人、孤寡老人免费上门检修水电线路、
维修小家电，用一个个贴心的服务，让老人
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为鼓励子女们常回家
看看，切实承担起照料老人的责任，该区还
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关爱老人是子女的义务与责任，也是社
会的义务与责任，我们社区会把关爱老人作
为长期工作，让尊老敬老之风吹遍社区的每
一个角落。”合欢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咏梅说。

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合欢社区

关爱老人 贴心服务暖人心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戚丹青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社区文明创建是人们共建美好家园的生动
实践，更是创建文明城市的根基。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我市各个社区积极行动，采取
多种形式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唱响了一首首“文明大合唱”，也让文明
沁入这座小城的每一个“细胞”。

“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落脚点在何处？我
们将它落实到一件件关
系民生的小事中，落实
到对居民生活的‘微治
理’中，用群众的幸福
感来说话。”5月 15日上
午，示范区中州街道办
事处滨河社区党支部书
记王亚宇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有了这个插座，再
也不用从家里扯线给电
动车充电了，关键是电
费和家里一样，还避免
发生安全事故，你们真
是办了一件大好事。”滨
河小区 63 岁的居民王文
书 高 兴 地 说 。 在 他 面
前 ， 一 排 既 能 遮 风 挡
雨，又能享受平价电费
的电动车充电设施，被
居民们亲切地称为“平
价充电桩”。据了解，该
小区共安装了 16 组这样
的充电桩，共计 160个插
座，还规划了 100多个停
车位，整修了路面，增
设了垃圾桶，让小区群
众得到切实便利。

小区改造只是滨河
社区“微治理”的一部
分。据了解，滨河社区
所辖小区多，人员组成
多元化，为拉近邻里距
离 ， 更 好 融 合 社 区 居
民，增加社区居民的归
属感，增进社区团结，

该社区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居民自治组织为载
体，立足楼栋特点与居民需求，探索实施“微治
理”，改善“大”民生。

王亚宇说，滨河社区实施的“微治理”将基
层治理单元由社区向小区院落延伸，由社区党支
部牵头，以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为载体，立足区域
特点与群众需求，从微小的、大家关心的事情着
手，积极开展社区培训、居民自治主题活动，提
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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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明沁入城市每一个“细胞”

从农从农家家““方寸方寸地地””到致富到致富““聚宝盆聚宝盆””
——脱贫地区发展庭院经济观察

山东省惠民县李庄镇村民在绳网小庭院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山东省惠民县石庙镇村民在家中将草莓移栽到花盆，再打包成箱。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度写入“庭院经济”，明确提出“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
经济”。

农家小庭院，能有大作为。目前，脱贫地区庭院经济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类型日渐丰富，
产销衔接更加顺畅，呈现出一派充满活力的创新增收新图景。新华社记者在山东、宁夏、云南等地
采访发现，多地正在积极发展庭院经济，为脱贫地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农户借此盘活家庭院落等
闲置资源，灵活就业，增加收入；村庄发展多彩庭院，增添绿色和文化风味；地方由此汇聚、培育
特色产业，打造县域经济新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