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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虽小，大有可为。在中国广袤的农村，许多地方以房前屋后、家庭院落

等为载体，发展庭院经济，把农家“方寸地”变成致富“增收园”。有的打造农家

乐、特色民宿，吸引八方来客；有的结合当地产业资源及独特风土人情等，发展

小种植、小养殖、小手工，为村民增收致富拓宽了渠道。小小庭院正激活乡村

全面振兴的“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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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引导群众利用房
前屋后闲置土地，将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等要素叠加，探索庭
院经济发展模式，把农家庭院变美的同时，带动增收。图为游客
在进德镇乐山村长安屯里游玩。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 近年来，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大力发展以乡村庭院为
主体的“共富小院”。图为沂源县悦庄镇鲍庄新村一“共富小院”
内，村民在吊晒柿饼。 赵东山摄 （人民视觉）

▲ 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水南镇西团村有400多年制作传
统手工腐竹的历史。该村整合庭院经济，以“互联网+”模式进行
宣传推介，全村年产腐竹4.5万斤，户均增收3万余元。图为西团
村村民正在晾晒腐竹。 廖 敏摄 （人民视觉）

▶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妇联在创建美丽庭院过程中，把高
质量发展庭院经济与传统蓝印花非遗工坊深度整合，带动当地妇女
灵活就业。图为行唐县一处“妇女微家”美丽庭院中，非遗行唐蓝
印花制作艺人在晾晒花布。 张晓峰摄 （人民视觉）

▲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依托闲置民宅、闲置土地建设
特色咖啡店、花海景观、特色民宿和农家乐等，发展乡村经济。图为
工作人员在织里镇伍浦村渔耕文化园的陶湾里乡村咖啡店工作。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 在福建省周宁县浦源镇溪坪村，
经营花卉庭院的村民刘陈根在搬运多肉
花盆。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立
岗镇星光村部分村民将庭院打造成民
宿，发展乡村旅游。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