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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白山市

庭院“小美”

扮靓乡村“大美”

��������在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仙人

桥镇河北村， 唐德良和妻子孙艳

霞在家里开了间诊所。 村民们来

来往往， 大家都夸唐医生和孙医

生把庭院收拾得整洁利落。去年，

他家被评为白山市“干净人家”标

兵户。 唐德良说：“开展这样的评

选活动太有意义了！朋友、邻居上

我家来看过后， 积极性都被调动

起来，各家的庭院越来越漂亮。 ”

放眼白山市乡村， 一个个农

家庭院既是每一个村庄的“里

子”，也是每一户人家的“面子”。

白山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陈薇介

绍，近年来，以家庭为主体，白山

市积极在农村开展“美丽庭院、干

净人家”创建工作，并且鼓励村民

结合特色产业、 民族风俗等特色

元素以及“白雪”这一生态资源，

打造别具一格、 特色鲜明的长白

山农家院落。

在长白山腹地， 高山环抱着

白山市抚松县兴隆乡南天门村。

这里充满着自然野趣， 走几步路

进山后，见到野兔、野鸡甚至小猴

子都不算稀奇。 来到村民刘丁齐

家中， 只见雪花覆盖着院子里的

凉亭、草坪和果树。 顺台阶而上，

左右两边都是小菜园。 从前院到

房子的路是火山石铺就的， 别有

一番趣味。

“冬天，树叶落光了，院子被

雪覆盖，是一种美；春天，雪下面

的植物又会长出来， 是另一种生

机盎然的美；夏天的时候特别忙，

每天要忙着打理蒿草和鲜花 ；秋

天，果树上挂满了果实……”看着

自己一砖一瓦、 一石一草打理出

来的院子， 刘丁齐说每一处都承

载着她的情感。她告诉笔者，自己

前后搬过几次家，无论住在哪里，

她都会把院落好好打理出来，这

是一种生活态度。

两三年前， 陶艺大师罗锋第

一次来到南天门村时， 就被这里

的环境和刘丁齐家的美丽庭院所

吸引，决定在此长住。 如今，南天

门村每年接待写生、摄影、研学旅

游的客人 2000 多人。 一些平常在

大城市工作的游客在刘丁齐家住

下后告诉她，来到这里，生活中的

许多压力都得到了释放。

在长白山西麓、松花江上游，

白山市靖宇县花园口镇花园村村

民鞠庆华也尝到了建设美丽庭院

的甜头。 三年前，她家房子被改造

成了民宿。 这两天，三个房间都住

满了客人。 她跟丈夫刘华生每天

要打扫卫生、布置庭院、满足客人

的各种需求……忙得不亦乐乎。

“以前一到农闲的时候，我们

白天打麻将、晚上喝酒，现在每天

都很忙，我反而觉得挺充实。 ”鞠

庆华喜欢这样的日子， 她盘算着

等后院的集装箱房改造好后，春

天就能接待更多的游客了。“在农

村， 靠经营民宿一年挣个三五万

块钱，我们觉得挺可观的了。 ”鞠

庆华的语气里透露出满足。

能吃上“民宿饭 ”，对于鞠庆

华来说，是意外之喜。“我家就是

一个普通的农家院， 我爱人刘华

生愿意在院子里种点花草， 装饰

些根雕， 结果吸引了不少人来参

观。 一些年轻客人给我们提意见，

让我们在院子里摆上茶桌， 架起

葡萄架，打造个小长廊……”鞠庆

华说，“咱挣人家的钱， 咱就得对

得起客人。 听取大家的意见后，我

们的庭院一天比一天美。 ”

在鞠庆华一家的带动下 ，村

里不少人也开始在意起自家庭院

的“颜值”。“我们家打造庭院时，

邻居李军常来给我们提建议。 他

家决定开民宿后，我家老公也去给

他出主意。去年他家挣得比我家都

多。 ”鞠庆华笑着说。

据陈薇介绍，在积极建设乡村

美丽庭院的过程中， 白山市要求

市、县、镇（街）妇联干部全员下沉

到村屯，通过调研走访、入户问询

等形式，发现美丽庭院建设过程中

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面对面指

导村妇联摸清底数， 掌握实情，开

展工作；同时村妇联利用村屯广播

站、 微信群、 宣传栏等多种载体，

采取线上线下多种方式， 逐户发

动、组织广大妇女和家庭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 做到动起来、 干起来、

净起来。

靖宇县三道湖镇东沟村通过

宣传动员、先进带后进，逐步提升

整条街的人居环境， 并将特色文

化与美丽庭院有机融合， 将庭院

外的旧墙面彩绘成生动多彩的艺

术文化墙， 为村庄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 江源区石人镇小河口

村丰富积分内涵， 根据积分情况

在被评为“星级户”的农户门前亮

星挂牌； 临江市蚂蚁河乡邱家岗

村、长白县马鹿沟镇马鹿沟村、抚

松县东岗镇大碱场村等地妇联，

组织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驻村

工作队常态化帮助困难家庭清洁

室内外卫生……

在唐德良看来，庭院变美的背

后， 乡村也在变得越发和美。“我

从小在村里生活，今年 49 岁了，算

是见证了村子这些年的变化 。 以

前，有的人抽完烟，随手就把烟头

往地上扔。 而现在，但凡在路上看

见垃圾， 大家都会随手扔进垃圾

箱。 ”唐德良感叹，“这反映的是村

民卫生意识、 精神面貌的转变，正

是点滴‘小美 ’汇聚成了乡村‘大

美’！ ” （朱凌青）

下了一夜的雪。早上 6 点，唐德良起床后，拿起笤帚来到屋外。“今年的雪下得比往年

还多！ ”一声念叨，嘴里的热气化成了白雾。 在唰唰唰的扫雪声中，庭院露出了干净的地

面，唐德良干劲十足，准备开启新的一天。

北京市通州区：

樱桃花开绽放好“钱”景

棚外天寒地冻，棚内花香四溢。 近日，在北京市

通州区西集镇沙古堆村红樱桃园艺场大棚里，一簇

簇雪白的樱桃花缀满枝头、竞相绽放，在绿叶的衬

托下更显别致动人。

据了解， 大棚樱桃种植面积约 20 亩， 有红灯、

美早、俄 8 等多个品种。为使樱桃提前上市，去年 10

月，种植户江寒青精准记录气温下降情况，一旦樱

桃树达到足够的“休眠时长”， 便开始严格控制温

度、湿度、光照等条件。 通过在棚顶加盖保温被、在

棚内加装补光灯等措施，人为调节樱桃树生长气候

环境，增加光照时间和大棚温度，让樱桃树在夜间

也能进行分化生长， 使樱桃树比去年提前 10 天开

花，预计可在 3 月上旬抢先上市。

樱桃开花后，江寒青及时进行疏花，保持花朵

疏密得当，提高樱桃坐果率，为增产增收打好基础。

同时，施加独家调制的营养配方，使樱桃营养更全

面，提升果实口感。

近年来，西集镇依托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发展

樱桃、草莓等特色果品种植，深挖特色旅游资源，促

进农业与餐饮 、观光 、采摘等业态深度融合，打造

“农文餐旅融合”新品牌。“西集大樱桃”逐步成为镇

域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

未来， 西集镇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

优做强特色农业，促进农业增效、群众增收，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 （冯维静）

浙江省仙居县：

“电商 + 企社村”助农增收

近日，走进位于浙江省仙居县中车产业园的卓

然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新农人”共富工坊的 3 个直

播间正在开展助农直播。 党员主播们带着“村播”一

起直播，现场开课、示范辅导，“家人们，我们这款毛

芋都是早上现挖的，2 块一斤还包邮，点击链接就能

看到产地和价格，别犹豫了，快冲啊！ ”“村播”们边

听边学，这一幕是仙居县共富直播间的常态。

近年来，仙居县下各镇党委以“红商 E 家”党建

联建为纽带，搭建电商产业园，铺设“电商 + 企社村”

的“一核三轴”销售体系，通过开展“红企联村”“红色

村播”等一系列“红色电商”助农行动，走出了一条

“懂技术、敢创新、能致富”的助农增收路。 2023 年以

来，日均开展 8 场助农增收直播，帮助 263 户农户解

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累计助农增收 408 万元。

“我身后就是 700 亩橘子林，果子甘甜多汁，直

播间下单 10 元 5 斤，现摘现发，品质看得见。 ”洲港

湾柑橘合作社负责人潘君武作为新一代“农创客”，

自学拍摄技术，将直播场地搬到橘子山上，重点关

注退役军人、残疾人、低收入农户等群体，帮助他们

拓宽柑橘销路，今年已接到上千笔订单。 据悉，该镇

联合“新农人”共富工坊开设了免费直播公益课程，

已累计培育 29 名“红色村播 ”， 总直播时长突破

3000 小时，为 12 个村的农户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

（赵坚）

江苏省沛县：

户厕改造高质高效推进

“改厕之前， 村里大部分人家用的是在屋外简

易搭建的厕所，一到夏天，苍蝇蚊虫到处飞，冬天天

冷，上厕所非常不方便。 如今，室内卫生间干净整

洁，用起来特别方便。 ”近日，江苏省沛县张寨镇菜

园村村民王丰感慨道。

群众是“厕所革命”的受益者，也是后续管护的

参与者。 张寨镇利用“积分制”、百姓名嘴宣讲等方

式，向群众宣传改厕的政策、好处，积极引导群众自

觉参与改厕工作。 在安排专人现场指导施工的同时，

发动群众对改厕进度、质量进行监督，进一步提高群

众改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为户厕改造工作营造良

好的氛围，确保农村户厕改造工作高质高效完成。

2023 年，通过深入宣传发动，全镇共改造户厕

2510 户、新建户厕 701 户。 张寨镇还把“厕所革命”

作为树立文明新风、 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发力点，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将房前屋后环境整治、庭院绿

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步推进，推动乡村从“外

在美”向“内在美”转变。 （孙眉）

安徽阜阳：

特色养殖

促增收

近年来， 安徽省阜

阳市颍东区大力推动鸵

鸟、肉鸽、肉兔等特色养

殖产业发展， 不断拓宽

农户增收致富渠道，助

力乡村振兴。

图为技术人员近日

在颍东区枣庄镇杨寨村

养殖户家中查看肉鸽生

长情况。

宿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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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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