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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小院景托起大愿景

———静乐县庭院经济观察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 山西省静乐县抢抓被确定为省级“高质量

发展庭院经济示范县”契机，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确立了“1344”庭院经济发展路径。 即以群众稳定增收为目标，创新自主

创业、龙头带动、互助代管三种模式，拓展民宿特色小院、菌类特色种植、林果特色栽种、畜禽特色养殖四种业态，强化资金

补贴、小额信贷、科研人才、消费帮扶四项保障，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色庭院经济增收新图景。

院子有赚头

“现在每天看着自己的院子， 越看

越心迷。 ”静乐县王村镇下王村脱贫户

梁俊田正在给西红柿苗追肥，边站起来

边拍拍手上的土，指着院子四周乐呵呵

地说。

老梁今年 65 岁， 早些年外出当瓦

工，靠辛勤打拼翻修了旧院、盖起五间

大瓦房， 把一对儿女培养成了大学生，

两个孩子明年就大学毕业。

“岁数大了，外出不好找营生了。今

年开春听说村里要发展庭院经济，我就

赶紧报名当示范户。 ”梁俊田说，现在铺

院的青砖，菜畦的围栏，菜畦里种的西

红柿苗、黄瓜苗，还有即将分到户的鸡

苗，这些都是政府免费提供的。 最让他

激动的是南墙下一排铁架子，“这是种

植木耳用的。 菌棒培育好就能移植过来

了，一年能收入 1 万元”。

以前乱堆乱放的院子现在整整齐

齐，面貌焕然一新。 梁俊田自己动手把

三间旧东房也收拾出来，房檐下挂了几

盏红灯笼，靠西墙搭好两间凉棚，安了

两口大锅，“平时做做饭，秋收了就加工

些西红柿酱”。

借助“生态静乐”的环境优势和“太

原后花园”的地理优势，作为曾经的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吕梁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 全省 10 个深度贫困县之

一的静乐县，2021 年在夺取脱贫攻坚战

全面胜利后， 谋篇布局衔接乡村振兴

中，率先发展庭院经济。

经过两年的摸索，今年静乐县明确

了“1344”庭院经济发展路径。 该县县委

书记宣文晓说：“最终实现庭院经济‘小

庭院、大产业’的特色乡村新业态，确保

参与农户特别是脱贫户稳定增收，进一

步筑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

具体工作中，静乐县聚焦入户产业

稳定增长这一关键， 组织乡村两级、驻

村工作队通过全面走访农户、多方征求

意见， 对全县 138 个脱贫村脱贫人口收

支现状、务工意愿 、技能特长等情况综

合分析、逐户研判，在全县 12 个乡镇 36

个村集中连片打造 1418 户高质量庭院

经济示范户，每村参与户数占到全村常

住户数的 60%以上。 同时， 组建专业技

术团队现场指导， 并针对各户实际，组

织开展“菜单式 ”技能培训 ，确保群众

“有意愿做、有技能做”。

梁俊田感慨地说：“发展庭院经济，

咱老百姓最得实惠， 院子干净整齐了，

守着家也有钱赚。 ”

村子有看头

从陶渊明的“守拙归园田”到孟浩

然的“把酒话桑麻”，农家小院不仅具备

农村生产生活的实用价值，也承载着看

得见的乡愁。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

景下，发展庭院经济，延伸拓展其传统

功能，让方寸之地在物尽其用中 ，产生

更大的经济效益。

夏日行走在静乐县辛村乡柴水村，

街道整洁、绿树成荫、繁花盛开。 山风吹

过，送来惬意的清新空气。 柴水村和静

乐县大多数农村一样 ，靠山临沟 ，人口

规模不大， 全村总人口不足 300 人，主

要收入来源靠外出务工。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家家门上都挂

着锁，人们都在地里忙活。 李秀红家里

有 80 岁的老公公，离不开人。 笔者推开

大门走进院子时，她正在果树下播种白

菜籽，身旁是两畦搭好架的菜地，宽的

一畦是贝贝南瓜、窄的一畦是豆角。

李秀红不善言辞， 但是个勤快人，

轮椅上的老公公干干净净，闻不到一点

异味。 她告诉笔者，家里有一个上大学

的，爱人种完家里 8 亩玉米 ，就出去打

工了。 去年她在院子里种的主要是西红

柿，卖给来村里旅游的游客 ，前后大概

卖了五六百元。“今年乡里统一免费提

供了贝贝南瓜苗， 培训的时候老师说

了，南瓜种好的话 ，一盒 6 个南瓜就能

卖 90 块钱。 ”李秀红说。

要实现预期收益，产销衔接必须做

好。 辛村乡谋划庭院经济的同时，由乡

政府出面，统一与一家商户签订了收购

蔬菜合同 、 与两所中学建立了供货渠

道 ， 并与省帮扶单位后勤部门签了订

单。 乡长王晓伟说：“三管齐下，解决了

全乡参与庭院经济农户的后顾之忧。 ”

近几年， 农村旅游越来越受欢迎，

从最单一的农家乐、采摘园到现在追求

的文旅康养融合，这让先行一步发展庭

院经济的柴水村“民宿旅游”恰逢其时。

柴水村改造了 29 套院落， 规划中

的电影广场 、木屋民宿已经建成，正在

紧锣密鼓实施传统文化体验区建设，醋

坊、染布坊 、农耕博物馆等场所已见雏

形。 李秀红高兴地说：“前几天儿子打来

电话 ， 说了今年暑假要带同学们回来

玩，晚上就住在山坡的木屋里看漫天的

星星。 ”

围绕“果蔬种植、畜禽养殖、传统加

工、餐饮民宿”四种主要庭院经济业态，

静乐县探索了“小种植、小果木、小养

殖 、小加工、小餐饮 ”的“五小 ”庭院经

济，今年以神峪沟乡神峪沟村“山楂基

地 + 瓜果种植”、双路镇程子坪村“垂钓

乐园 + 民宿旅游”、王村镇下王村“菌类

基地 + 贝贝南瓜试种”、 辛村乡柴水村

“民宿旅游 + 农家笨鸡养殖”、鹅城镇王

端庄村“亲子农场 + 天鹅养殖 + 特色加

工”为重点，其他乡镇按照“农户自愿 、

因地制宜 ”的原则 ，选择 2-3 个条件好

的村打造庭院经济示范村，丰富庭院经

济内涵 ，夯实和美乡村建设 ，持续带动

群众增收。

日子有奔头

小而美是庭院经济的基本属性 。

静乐县乡村振兴局局长赵国清说 ：“庭

院经济单体体量有限 ， 但形成规模效

应后， 小而美背后蕴藏着广而深的巨

大潜力。 ”

走进静乐县鹅城镇王端庄村王九

泉家 ， 门口显眼处悬挂着一块古色古

香的“特色庭院经济示范户”招牌 。 这

几天气温升高 ，可把他急坏了，因为眼

看院子里种的地 菇 第 一 批 就 要 收 获

了，温度一高就影响生长了。他说：“别

看巴掌大的一块地， 湿菇 1 斤收购价

就 5 块钱 ，长好了有脸盆大，一年好几

茬，能卖上万块。 ”

静乐县立足于“一自愿六统一”，即

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统一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龙头企业引领、 统一规划先行、

统一集中连片开发、 统一全程技术服

务、统一种植养殖病虫害防治 、统一线

上线下销售。 同时，按照差异化补助标

准，静乐县对发展庭院经济的农户进行

全覆盖奖补， 累计投入资金 2300 余万

元，努力实现参与农户户均年增收 2000

元以上。

王端庄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核心引领作用，采取“政府引导 、单位

帮扶 、农户互助”共建方式 ，依托山西

禾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先进技术 、

销售平台等优势， 今年全村抱团发展

地菇菌类种植。 村党支部书记吕建忠

说：“我们村初步建立起了‘以企带户、

以户促户、户户共进’庭院产业发展格

局。只要人不懒，农家‘小庭院’就是致

富增收‘后花园’。 ”

发展庭院经济，重在引导农民拥抱

新业态、接受新理念、对接大市场。

静乐县县长居清平说，首先要算好

经济账，庭院经济归根到底是一种市场

经济、农业经济、情怀经济，围绕农户增

收，谋划庭院种植养殖、蔬菜品种等，为

群众算出一笔实惠的“经济账”，激发庭

院经济的积极性。 其次要丰富新业态，

紧紧围绕农家果蔬种植、 畜禽养殖、乡

村旅游 、民宿小院等 ，不断丰富庭院经

济业态，形成特色化、多样化、产业化的

庭院经济发展新业态。 第三要发挥品牌

效应，充分发挥“静乐生活”县域公共品

牌效应，用好媒介平台，加大推广力度，

为庭院经济赋能助力。

走分散生产 、联合经营、规模发展

之路 ， 目前静乐县已形成了村社引领

型、企业主导型、能人带动型、自我发展

型、共建共享型等多种庭院经济发展方

式， 实现庭院经济与产业链有效联结，

激发出了农村经济的活力，让农户越来

越有了奔头。 （王利强）

整洁的农家小院。 资料图片

充满烟火气的小院。 刘冬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