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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方山县

从农家“方寸地”

到致富“聚宝盆”

������� 村民薛奴连是庭院经济的受

益人之一，见到她时，她正在园子

里护理菜苗， 她说，“你看这些西

红柿苗、茄子苗、菜辣子苗都结果

了，长势也挺好，现在庭院经济政

策也来了，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

到钱，还不受累。 ”

在马坊镇马坊村遇到正在走

街串巷卖豆腐的林还柱， 他说，

“靠着院子里的一间小房子，一年

做豆腐能赚 3 万 -4 万块钱，现在

又遇上了庭院经济的好政策。 ”

太阳落山时， 来到峪口镇张

家塔村， 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村

民牛兰俊家， 远远就看见她正站

在庭院的鹿舍旁给梅花鹿投喂草

料。 干净整洁的圈舍里， 体态优

美、 温顺可爱的梅花鹿三三两两

聚在一起，甚是惹人喜爱。

牛兰俊说：“鹿茸、 鹿角帽、鹿

胎盘、 鹿心血等都属名贵药材，鹿

血可饮用， 鹿茸可制成保健品，鹿

肉不愁销，一头鹿出栏能卖到一万

块左右，现在有 30 头鹿，养鹿的效

益还是不错的，越干越有奔头。 ”

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凡见

过的养殖户、种植户、加工户，只

要谈及庭院经济， 个个乐得合不

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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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山县因地制

宜，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通过政府

引导 、农民自愿 、市场拉动 、绿色

发展 、分类实施 、示范带动 ，积极

探索小种植、小果木 、小养殖、小

加工、小餐饮等“五小”发展为主

的农村庭院经济， 引导广大农户

以家庭为阵地， 充分利用闲置土

地，大力发展不同类型、多种经营

模式的庭院经济， 将房前屋后的

“方寸地”变成“聚宝盆 ”，努力拓

宽富民增收渠道， 呈现庭院经济

发展新格局， 激活乡村振兴一池

春水。

为顺利推进高质量发展庭院

经济示范创建工作，激励农户主动

利用家庭院落、房前屋后空闲地发

展庭院经济，方山县委、县政府制

定出台了开展高质量发展庭院经

济示范创建工作方案，整合使用省

级庭院经济奖补资金、市级旅游重

点村支持资金、市级特色产业镇奖

补资金支持政策和发展高质量庭

院经济奖补办法； 各涉及行业主

管部门在广泛征求农户意愿的基

础上， 因地制宜选定发展方向，科

学制定种、养标准，按照“公司 + 基

地 + 农户”“公司+ 经济合作社 +

农户”“农户自主经营”模式运行，

明确了推进工作的时间表、 路线

图；各层级组建了包括行政领导、

技术人员在内的工作专班具体负

责推进。

据方山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

王强介绍，目前，全县庭院经济示

范创建培育的 100 户示范户中，小

种植和小果木有 59 户、 小养殖有

15 户、小加工有 14 户、小餐饮（民

宿）有 20 户，预期户均年综合经济

效益 5000 元以上， 带动全县 6 镇

90 个行政村 7 个安置点发展庭院

经济 2000 余户，其中脱贫户、监测

户占 50%以上，预期户均综合增收

1000 元以上。 （肖继旺）

盛夏时节，万物并秀。 日前，伴随着阵阵微风，走进山西省方山县积翠镇刘家庄村，错

落有致的美丽庭院，姹紫嫣红的各类繁花，房前屋后一垄垄菜苗，层层叠叠，绵延着无尽

绿意，一幅村净、景美、人和的和谐乡村画卷映入眼帘，美丽的庭院不但催生了庭院经济，

更激起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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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河北保定市徐水区：

乡村“夜经济”

市场添活力

盛夏时节，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商平庄村步行

街的夜晚又热闹起来。 熙熙攘攘的人流、各具特色

的美食、孩子们的嬉笑声、摊位上炫目的灯光，绘成

一幅活色生香的图画。 夏日里，村旁这条千米美食

街、网红路，让百姓们尽享“夜经济”的便利与欢愉。

“现在路面硬化、绿化了，还建有路灯、停车场、

健身场地和文化长廊等。 ”商平庄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高金龙介绍，为发展“夜经济”，村里统一

制作了铁艺小吃车、售货棚，步行街 100 多个餐饮、

儿童娱乐、文化用品、农副产品销售摊位红红火火。

每天吸引本村和十里八乡一两千人遛弯、 购物、品

尝美食， 单个摊位每晚营业额都在二三百元以上，

高的则超过千元。

随着农业机械和先进技术的推广， 农民夜间休

闲时间更加充裕。 广场 K 歌、跳健身舞，成为夜生活

的新时尚，乡村便民夜市、夜娱广场、各种小吃档应

运而生。 入夜，人们走出家门，吃喝玩购，有滋有味，

浓浓烟火气孕育出百姓增收的新商机。

双隆商厦是徐水城乡接合部的一家大型综合商

场。 为拉动消费，这里相继举办了夏季“购物节”“美

食节”“儿童电影节”，晚上营业到 10 点。 每天傍晚，

大批群众涌进卖场，购物、消暑、观影。“夜间营业额

约占全天的 1/3，大部分是农村顾客，而且消费潜力

巨大。 ”商厦经理杨文亮说，现在村里许多小超市、

饭店、 烧烤摊都延长营业时间， 有的通宵不闭店，

“夜经济”成为乡村一道美丽的风景。

今年以来，徐水区把繁荣“夜经济”作为释放消

费潜力、激发农村市场活力的有效手段，通过示范

引导 、政策激励、改善环境 ，聚人气 、旺市场 、乐百

姓。 全区乡村夜集、 文化广场达 200 多处， 乡镇商

超、农家饭店、冷饮厅千余家，夜食、夜购、夜游等业

态争相涌现。 （刘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