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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庭 院 ”潜 力 不 小
——河北廊坊市深耕庭院经济调查

庭院经济作为特色产业“浓缩

版”，将创造优美人居环境与促进

产业增收有机结合，是推动乡村振

兴、农民致富的有效载体。今年，

国家首次将“庭院经济”写入中央

一号文件，并明确提出“鼓励脱贫

地 区 有 条 件 的 农 户 发 展 庭 院 经

济”。在我国广袤农村大地，庭院

经济有着广阔前景，该如何有效将

“方寸闲地”变成“增收宝地”？

科技支撑做强特色经济

□ 郭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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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庭院经济日益受到国家重视，离不

开两方面原因：一是发展农村庭院经济有利

于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我国人口众多，人均

土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土地面积的三分之

一，发展农村庭院经济能够充分利用资源，产

出更多产品，增加市场供给；二是发展农村庭

院经济可以充分发挥闲散劳动力资源优势。

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 18%左右，发展农

村庭院经济，能够促进农村老弱闲散劳动力

灵活就业，有效拓展农民经营渠道，增加农民

收入。

庭院经济基本是以一家一户为基础，具

有投资低、见效快、好调整等优势，但也存在

缺乏系统规划、缺乏市场引导以及规模小等

短板。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补齐

短板，促其健康发展。

强化组织领导。在庭院经济建设中，各

级部门需协同发力，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将宣

传发动、规划设计、项目落实、检查评比等落

到实处，使庭院经济建设形成强大合力，让群

众看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实例，有意愿加入庭

院经济建设。

强化政策扶持。庭院经济是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政策扶持，在资源、资

金、税收等方面给予协助。以实现整体脱贫

的区域为例，为帮助当地群众稳定增收致

富，一些地方发明了“公司+农户”的三零

带动模式，让农民通过零成本投入、零风险

经营、零距离就业，推进庭院经济“无中生

有”，让庭院成为生产车间，让农民融入产

业之中。

强化科技支撑。发展庭院经济离不开科

技杠杆的撬动，比如，许多地方通过科技人员

指导群众发展庭院苹果、庭院核桃、庭院红树

莓、庭院猕猴桃等特色果品，大幅减少成本投

入，取得更高种植收益，帮助群众放心投入生

产，实现稳定发展。

强化系统配套。发展庭院经济相对容

易，但做大庭院经济具有很大难度。其中主

要受制于水电路信等配套措施不健全、上下

游产业衔接难、一家一户的生产者与广阔市

场对接难。尤其是发展一乡一品、一村一品

的规模经济，需要相关服务完善配套。因此，

要有超前服务意识，及时打造各类服务平台，

在畅道路、通网络、建市场、办电商等方面系

统配套，让庭院经济形成产业链条，实现可持

续发展。

（作者系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

门前樱桃屋后瓜，葡萄提子挂满架的生态小

院景色宜人；书香、茶香弥漫，特色鲜明的民宿小

院颇具吸引力；景泰蓝、葫芦画、红木工艺等艺术

产业小院蓬勃发展⋯⋯庭院经济主体小而全、形

式灵活，是农村商品生产的重要基地。河北廊坊

市多年前就开始大力推进庭院经济建设，5 年来

已创建美丽庭院 60 多万户，既有效解决了农村

闲置土地、剩余劳动力就业等问题，又实现了美

化农家、扮靓乡村、致富农民的目标，使得“方寸

闲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经营美丽庭院

记者走进廊坊文安县新桥农场二队村民李

金花开办的金泽家庭农场时，正值春季，只见

园内道路两侧娇艳的樱桃花灼灼绽放。“这个有

机樱桃园春天能吸引游客踏青赏花，品尝地道

农家美食；夏天能让游客消暑采摘，乐享田园

生活——一年能给我家带来四五万元收入。”李

金花告诉记者。

据文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方辉介绍，近年

来，文安县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

兴、农民致富的有效载体，引导群众将创造优

美人居环境与促进产业增收有机结合，用“庭

院+产业+旅游”的模式发展果蔬、中药材种

植、特种养殖等特色经济，让“方寸闲地”变

成“美好天地，增收宝地”。仅仅 5 年，文安县

已建设美丽庭院 86569 个，涌现出美丽庭院精

品示范户 19053 户，建成家庭农场 637 家。这样

一来，不仅极大美化了农村生态环境，还给 10

多万农户带来了收益，其中有一半农户年增收

达到 2000 元以上。

在 燕 山 脚 下 的 廊 坊 三 河 市 段 甲 岭 镇 前 山

村，只见林木吐绿，一片生机盎然。村民贾淑

芬家里，宽敞的小院干净漂亮，一盆盆花草摆

满墙根，尤其是 4 棵猕猴桃树像伞盖一样将庭

院掩映在绿荫之中。

“村里开展美丽庭院建设时，特意推广种植

了猕猴桃树，收益明显。”前山村党支部书记丁

山告诉记者，全村 80 户村民种了猕猴桃树，因

为种植条件良好，产出的果品糖分高、口感

好，在美化农家庭院的同时增加了农民收入。

目前，这些猕猴桃树有一半进入盛果期。

“建设美丽庭院，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是改

变农村集体及群众居住地的生态环境，让乡村

和农家美起来；二是改变群众收入状况，让村

集体和群众富起来。”三河市妇联主席祝志敏

说，三河市狠抓农村美丽庭院建设，积极探索

“市妇联总指挥、镇村协调联动、家庭因地制

宜”的项目化运作模

式，全力打造

新型农村庭院，目前共建成“美丽庭院”8 万

余户、带动农民增收上千万元。

廊 坊 市 永 清 县 经 开 区 大 仲 和 村 的 李 万 英

家，就是当地一处有示范意义的院落。“我们

一家人都爱好生态种植，闲暇之余便在家中庭

院内捣鼓蔬菜、水果及花草，房前屋后以及道

路两旁的空闲处都栽种了蔬果花草。”李万英

说。记者在李万英的带领下进入小院，看到一

架架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桃树、杏树等各种

果树枝繁叶茂，白薯花、金银花等各色鲜花点

缀其间，农家庭院俨然成为小菜园、小果

园、小花园。一年下来，李万英

家基本实现蔬果自足，还

能在旺季卖出上万

元货品。

“近几年，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号召农

村妇女以美丽庭院示范创建为主要抓手，以家

庭为主线，以文化为载体，深入推进美丽庭院

示范创建。”永清县妇联主席王欢告诉记者，在

具体操作中还要注意引领作用，倡导群众就地

取材、废物利用。比如，漏洞的脸盆、塑料

瓶、空油桶等经过改造，变身为精美花盆，长

寿花、多肉、吊篮等成为美化环境的新宠。

“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目前，永清

县 已 建 成 美 丽 庭 院 60657 户 ， 评 选 出 省 级

“ 百 优 美 丽 庭 院 ” 3 户 、 市 级 “ 十 佳 美 丽 庭

院”8 户、市级“百优美丽庭院”88 户。

打造休闲特色

在大运河京冀交界的廊坊香河

地段，升级后的庭院经济成为当地

群众有效增收手段。“这个房子能为

我增收不少呢。”香河县蒋辛屯镇北

李庄村的赵凤林对自家翻建后的院子

颇感自豪，“大运河整治后，这里成为十里潮白

生态廊道景区。我们积极响应号召，将家庭院

落租给公司改造成特色民宿，除了每年 1.2 万元

的租金收益，年底还能拿到合作社分红。另

外，我还在景区工作，每月有 5500 元工资”。

“香河与北京通州仅一河之隔，近几年，大

运河国家公园建设如火如荼，恢复运河通航，

香河县是受益最大的区域之一。”香河县文广旅

局局长高立军说，为将新农村建设与旅游产业

有机结合，蒋辛屯镇大力发展以“美丽庭院+

乡村旅游文化”为主体的庭院经济，已成为农

民增收“新引擎”。如今这里成片由农家院改造

成的高端休闲民宿，每年能吸引 10 余万北京

游客。

“通过改造提升，赋予农家小院作为农村调

整产业结构的特殊功能，带动群众迈进社会服

务行业，增收致富。同时，将美丽庭院与发展

特色产业、精神文明创建等相结合，不断提升

美丽庭院创建的档次品位。”廊坊市妇联主席刘

玫说。

“为让美丽庭院建设持续走向深入，我们

组织发起了一系列新媒体展示活动。”廊坊市

妇联一级调研员纪彦玲告诉记者，通过不断

改造提升，“美食庭院”“特色民宿庭院”“茶

社 庭 院 ”“ 摄 影 庭 院 ”“ 书 画 庭 院 ”“ 制 作 庭

院 ” 等 遍 地 开 花 ， 有 力 促 进 了 农 民 增 收 致

富、乡村振兴。

位于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小厂村的“田

园人家”民宿小院，就是改造升级后的典型庭

院。走进这处占地 380 平方米的小院，各种草

木繁盛，水中欢快的鱼儿映入眼帘；坐在院中

央的石凳上，沏上一杯清茶，一边欣赏着庭院

美景，一边听着鸟儿的歌声，十分惬意。

两年前，小厂村开展了商业街改造，并号

召村民结合庭院经济建设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

产业。村民沙学荣和家人认为这是好机会，积

极申请自家庭院改造，支持村里民宿产业发

展。整体改造后，沙学荣家的庭院变身为徽派

风格的三合院，共有 13 间房屋，家具布置简

约、新颖，特色鲜明，每月能吸引上百名游客

来此体验现代田园生活。“随着村里服务提升，

游玩项目增多，相信小院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

好。”沙学荣一脸憧憬。

“沙学荣家小院的成功改造起到了引领作

用，目前全村有 20 多户把自家闲置房屋改造成

新民宿、新酒馆、新茶社等经济型庭院，民族

旅游村建设实现了抱团发展。”小厂村党支部书

记马强告诉记者，下一步，村里不仅要配套建

设亲子游乐园、美食一条街，还将有针对性地

开展招商，丰富游客体验，为一家一户的庭院

经营提供保障。

距离北京天安门仅有 35 公里的三河市燕郊

镇西柳河屯村也不甘落后，文化庭院建设独具

风格。已建有书院 13 家，茶艺、棋院、香道等

各种文化小院 7 家，利用旧厂房、仓库改造的

运动场馆 4 家，协助企业建设冰雪嘉年华运动

场一处、农耕科普体验基地一处，全村 315 户

人家已建成美丽庭院 228 家⋯⋯如今的西柳河

屯村文化氛围浓厚，民风古朴，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幽香，让人流连忘返。

记者循着香风走进一所院子，被展示架上

的瓶瓶罐罐吸引了目光。院子主人李岩指着一

个小瓶子告诉记者：“这是鹅梨帐中香的香丸

子，把它放在电熏炉中加热，散发的香气可以

镇静安神，有助睡眠。我们选用的都是纯天然

原材料，香气格外清幽。”来到制作区，只见一

团团香泥放在小盆中，各种制香原料形态不

一。李岩笑着说：“学习制香的时间有点长，初

步制作成功大约要用两天时间，预约的爱好者

已经排到了几周后。希望今后这里可以稳定发

展，到处香气飘飘。”

“盘活村里的闲置院落，改善村民的生活环

境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是精准招租，让

更多传统文化艺术类人才来此落地经营，让西

柳河屯村成为名副其实的研学休闲文化基地，

让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修养得到提升。”西柳河

屯村党支部书记康海利说。

拓展庭院产业

掐丝、点蓝、烧制⋯⋯走

进大厂县大厂镇王必屯村的一

处精致院落，只见 20 多名民间

艺人有条不紊地制作着景泰蓝工艺品。院落主

人徐国伟告诉记者：“别看这个小院不起眼，我

们生产的景泰蓝产品非常有名，有几件产品还

被用作礼品走上了中国对外交流舞台。”

景 泰 蓝 是 一 种 特 殊 工 艺 品 ， 与 景 德 镇 陶

瓷、福州磨漆并称为我国三大工艺美术珍宝，

曾是宫廷御用产品，有着“一件景泰蓝，十箱

官窑器”说法。大厂曾有许多技艺精湛的景泰

蓝能工巧匠被招入宫廷。

“近 年 来 ， 随 着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日 益 提 高 ，

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也迎来新机遇。我们的

景泰蓝制作传承小院瞄准高端国礼艺术品创

作和亲民工艺品研发两条线路，让产品焕发

新活力。”大厂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成杰

告诉记者，当地紧紧抓住景泰蓝制作匠人较

多 的 天 然 优 势 ， 结 合 发 展 庭院经济，已培育

出 500 余名专业技师，创办了京东工艺品、京

锐景泰蓝等成规模的景泰蓝制作工艺传承工

坊，带动 2000 多人就业；还不断推动产品创

新，做优产品质量。目前，大厂的景泰蓝产品

占国内市场份额一半以上，还出口到几十个国

家和地区，年销售收入超亿元。大厂县也被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命名为

“中国景泰蓝之乡”。

民间技艺传承小院既能高端大气，又能下

接地气。位于廊坊三河市杨庄镇的鲍各庄村，

是远近闻名的葫芦画制作专业村，有 30 多户种

植葫芦，并开展葫芦工艺画制作。在村民王付

广家，他笑呵呵地拿着几个葫芦讲解：“这是观

赏葫芦，适合在手中把玩；这是大亚腰葫芦，

形态像阿拉伯数字‘8’，象征着和谐美满，寓

意特别好⋯⋯”去年，王付广家里种的葫芦喜

获丰收，收入 3000 多元。

“村民只管种，村里负责卖。”三河市杨庄

镇鲍各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成说，鲍各庄村有着

葫芦画传统制作技艺，村委会为此找了几处宽

敞的农家院落，专门成立了工艺葫芦合作社，

吸引手艺人和村民返乡创业，并通过网络平台

等多种形式对外宣传销售。2022 年，鲍各庄村

村集体仅靠葫芦技艺就增收 30 多万元。村民们

看到了工艺葫芦的发展势头，很多人积极主动

参与进来。

在有着“红木工艺之乡”美誉的廊坊大城

县，庭院作坊的红木精深加工也迎来发展良

机。走进南赵扶镇姚马渡村的一个农家院落，

机器轰鸣、木香四溢，青年农民马乐与妻子正

在劳作：车削、打磨、组装、打蜡，一根根精

致结实的红木手杖陆续完成。“在自家院子里就

能生产，每天生产大约 150 根红木手杖，主要

批发给全国各地的实体店和一些电商平台。”马

乐说，一家人通过庭院工厂一年有三四十万元

收入。

同样做红木小件加工的还有李玉成。走进

他家庭院，只见茶框、折扇、梳子等各种精致

小物件摆满中厅。“这些都是样品，在自家庭

院就能生产成品。”李玉成介绍，“如今每年有

四五十万元收入。未来希望能把院子扩大一

些，多容纳几个工人干活，让左邻右舍一起富

起来。”

“大成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红木产品集散地，

明清古典家具、文玩摆件等红木产业日益发展

壮大。”大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金明说，

为富民增收，他们把农村美丽庭院与经济庭院

建设有机结合，发动群众以家庭为中心，开展

木作工艺精深加工。如今，以南赵扶镇为中

心 ， 当 地 已 培 育 形 成 了 6 个 木 质 工 艺 品 专 业

村，农村庭院式作坊达 1800 家，从业人员达

7600 人，年经营收入达 4 亿元以上。

大成木制工艺家庭作坊带头引路，廊坊固

安钓具工艺作坊后来居上。“固安的钓具产业是

一项群体产业，起源于家庭作坊，兴旺于网络

平台。”固安县礼让店乡党委书记李永兵告诉记

者，当地已经发展家庭作坊式个体工商户 1000

余家，网络销售平台 300 多家，产品常年出口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超 5 亿元，涌现出

一批知名品牌。此外，帐篷、夜光浮漂等几十

种自主设计产品获得国家专利。

以庭院经济为依托，永清县的服装、文安

县的西洋乐器、安次区的第什里风筝等数十个

产业群在廊坊先后崛起，生态庭院、养殖庭

院、休养旅居庭院、艺术创作庭院等实现快速

发展——一幅庭院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美丽画

卷正徐徐展开。

廊坊市固安廊坊市固安

县礼让店乡的钓县礼让店乡的钓

具生产庭院内具生产庭院内，，

村民在制作钓具村民在制作钓具

产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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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廊坊市大厂县图为廊坊市大厂县

祁各庄镇亮甲台村的民祁各庄镇亮甲台村的民

宿一角宿一角。。 刘刘 亮亮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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