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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生活，从庭院做
起”。自 6 月份在全盟启动
专项行动以来，兴安盟各地
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出台
实施方案，并将该专项行动
纳入苏木乡镇党委政府年
度绩效考核，提出全盟 2018
年度打造 200 个示范村屯，
实现典型引领、示范带动。

乌兰浩特市在 17 个试
点嘎查村推行贫困户“积分
制”，设置的积分项目中包
括家风文明、室内外卫生、
家 庭 改 厕 、美 化 环 境 等 内
容。贫困户可以通过建设
美丽庭院获得积分，所获积
分能到爱心超市和卫生室
兑换相应奖品。通过“积分
制”的实施，激发了贫困户
建设庭院的积极性，为开展
专项行动增添了动力。

扎赉特旗提出每年确保
打造 20 个“美丽庭院”示范
村（屯）和 7000 个以上示范
户的基础上，重点打造“两
线、六点、20 村”，重点重抓，
实现典型引路、示范带动。

突 泉 县 充 分 发 挥 群 团
组织作用，推动工作深入开
展。突泉县妇联开展“最美

家庭”的评选、表彰活动，团
县委开展“绿色家园 你我
共建”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县总工会为环卫保洁员、监
督管理员发放了劳保用品。

科 右 前 旗 坚 持 政 府 引
导、社会主导，发展特色庭
院经济。科尔沁镇远景村
发 挥 城 郊 地 域 优 势 ，大 多
数 农 户 庭 院 都 种 植 了 蔬
菜 ，每 个 家 庭 的 庭 院 每 年
收入都在 2 万元以上。

科右中旗积极结合“一
带 两 转 三 改 ”开 展 专 项 行
动。“一带”是保障，即党组
织带动；“两转”是动力，即
转变思想观念、转变生产方
式；“三改”是目标，即改变
居住环境、改变陈规陋习、
改变饮食习惯。

兴安盟妇联开展了“巾
帼脱贫行动，从我家庭院做
起 ”暨“ 点 赞 礼 包 ”公 益 项
目，并得到了兴安盟女企业
家 商 会 100 余 名 会 员 的 响
应，该商会承诺连续 3 年，每
年至少拿出 15 万元的生活
用品制作礼包，助力美丽乡
村建设，让农村变得更美、
更和谐。

思路变了 成效有了

红通通的西红杮、顶尖带刺的
黄瓜、纤细嫩绿的豆角⋯⋯走进位
于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黄家店嘎
查李树文的家，院门两边一派生机
盎然的两块蔬菜园子让整个小院充
满了生机，顿时让人眼前一亮。

放眼看去，有蔬菜、有鲜花、有
果树，家禽们也都被圈养起来，小小
的农家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焕发
着勃勃生机。“自从我家搞起庭院种
植后，这个小小的院子就发生了大
变化，不但让我这个老头子学到了
许多新知识，也给家里带来了经济
收入，真的是好啊。”李树文笑着给
人们介绍起自家的情况。

以前，李树文和老伴一直以种
地为生，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干不
动重体力活，把田地全部交给孩子
们种植。年初，了解到政府部门引
导 支 持 村 民 们 发 展 庭 院 经 济 的 消
息后，闲不住的李树文动了心思，
将 家 里 的 前 后 院 进 行 了 一 翻 折 腾
整理，并在当地明武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曾庆春的帮助下，在
自家院内种植了有机水稻，在稻田
中 投 放 了 20 只 小 鸭 子 和 鱼 苗 ，进
行绿色生态养殖。

跟随李树文，穿过房屋厅堂，推
开后院门，满眼绿油油的稻浪涟波
荡漾，一阵微风轻轻吹过，散发出沁
人心脾的清香。摘下几颗稻谷，轻
轻用手指碾几下，便露出雪白剔透

的米粒。
“现在稻子还没熟，可是稻田里

的小鱼苗已经长大能吃了，昨天刚
和老伴捞了一些鱼炖着吃了。”李树
文笑着告诉笔者，他的有机水稻一
斤能卖上 2.5 元，他家庭院里一亩多
地的水稻预计能收入 5000 元钱。

说起家里庭院的变化，突泉县
太平乡五三村巾帼脱贫示范户王金
霞告诉笔者，一人独居的她，之前几
乎没有什么稳定的经济来源，日子
过得十分不易。今年，在驻村工作
队的帮助下，在自家的小庭院里搞
起 了 以 紫 皮 蒜 种 植 为 主 的 庭 院 经
济。她预计到了年底能收入 5000
多元，这个不起眼的小园子里种出
了她未来生活的全部希望。

据五三村党支部书记陈德泉介
绍，近年来，全村老百姓都积极主动
发展紫皮蒜，现在全村 200 多亩庭
院地，大约能产 400 万头大蒜，每亩
地收入 1 万多元，紫皮蒜种植产业已
经成为村里庭院经济主导产业，越
来越多的老百姓靠种植紫皮蒜走上
了致富路。

门前种花，院内种菜，养一群小
鸡，晾晒木耳，新粉刷的房屋。面对
这一切，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乌逊
嘎查王金莲一脸的满足。

说起过去的状况，王金莲一家
曾经因为丈夫出车祸，生活一度陷
入困境，成为乌逊嘎查建档立卡贫

困户。
“今年，我家种植的 2000 棒黑

木耳菌棒，能有一万元的收入。加
上刺绣、养鸡、院子种菜等，还能收
入 7000 余元。过去想都不敢想，小
小的庭院能折腾出这么多钱。”王金
莲合计着自家今年的收成。

“发展绿色庭院经济真是一件
大好事，既环保又能增加收入，这个
账老百姓都会算。我们村有 280 户
村民在园子里栽了果树，就说王俊
丰吧，一共栽了 90 多棵，今年卖果能
赚 5000 多元。明年，还会有 200 户
村民在庭院里栽果树，栽下的这些
树三年后都是‘摇钱树’啊！”说起这
些，俄体镇齐心村驻村第一书记特
木勒图很兴奋。

齐心村的王素文身患残疾，不
能干重体力活，但她会嫁接技术，在
扶贫干部的鼓励下，她将同系的 5
个品种直接嫁接到沙果树上，一棵
树结出了 6 种果，成为村庄里的新
鲜事儿，她们家嫁接出的七月鲜、小
海棠果等果品成为“抢手货”。如
今，这个村里 280 户村民家家都栽
了 10 棵果树，户均增收 600 余元。

“如今，齐心村可利用庭院面积
4 万平方米，栽果树、种蔬菜、搞养
殖，自己吃得放心，又能换钱增收。”
村主任宁德禄兴奋地说，小小庭院
不仅催生了一大批致富能手，还成
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亮点。

院子绿了 产业多了

“我和老伴现在的好日子，要是
放在从前，那是想都不敢想啊，现在
生活有了盼头，靠着政府的帮扶和
自己的努力脱了贫，相信我们以后
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家住突泉县突
泉镇新生村太平屯的六旬老人孙香
芹激动地说。

走向孙香芹家时，远远就看到
大 门 外 边 种 着 两 排 整 齐 的 向 日
葵，走进院子里，葡萄架下一串串
晶 莹 剔 透 的 葡 萄 沁 人 心 脾 。 院 子
的 西 边 是 干 干 净 净 没 有 异 味 的 养
殖基地。

今年 62 岁的孙香芹和 63 岁的
老伴袁桂发就居住在这个别有特色
的小院里。上了年纪身体不好的老
两口是留守老人，子女长期在外务
工，缺失了劳动力，由于没有经济来
源，老两口成了村子里的贫困户。

今年一开年，驻村工作队及村
干部帮助老两口出谋划策，在她家
的小院里种上了葡萄，有早熟品种
小蜜蜂、京亚和巨峰。每天清晨，孙
香芹就忙碌在葡萄园内，打叉掐尖，
浇水施肥，老人的生活充实了，老两
口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说起现在的生活，孙香芹笑得
合不拢嘴：“自从种了葡萄，我们不

仅能吃到新鲜的葡萄，还增加了收
入，一斤葡萄 5 块钱，200 棵葡萄一
年的收入就能达到 3000—5000 元，
葡萄树下还能种植蔬菜。”

现在生活有了新动力，老两口
每天清晨起来都会收拾院子。他们
家 的 小 院 落 已 经 成 了 温 馨 舒 适 的

“小花园”。
说起发展庭院经济带来的一系

列变化，扎赉特旗音德尔镇长发村
的孙绍金也是感触颇深。因为孙绍
金本人身体不好，家里基本就靠妻
子一人种地苦苦支撑，日子过的捉
襟见肘。当时，自家院里虽然拥有 5
亩地大的院子，可是夫妻二人都无
心打理。

去年，村民们开始发展庭院经
济，在第一书记郑亚辉的推荐和建
议下，孙绍金与妻子在自家 5 亩地的
院子里种起了葱。收获后，郑亚辉
跑前跑后积极联系渠道帮忙销售，
当 年 就 挣 了 一 万 多 元 。 在 拿 到 钱
后，夫妻二人激动不已，荒废了这么
多年的院子，一下子给家里带来了
不小的收入。

说起当时的情况，孙绍金仍然
很激动：“没想到就院子里种些东
西，也不费时不费力还能有这么好

的收益，真是太意外了。”当年收益
后，孙绍金夫妻二人开始彻底重新
打理规划，整洁干净的院子焕发出
了 新 生 机 。 今 年 在 郑 亚 辉 的 建 议
下，夫妻二人又在院子里种下了土
豆，收成依然非常好。初步估算今
年的收益能达到 1.3 万元左右。

看着喜笑言开的孙绍金，扎赉
特旗音德尔镇副镇长、长发村第一
书记郑亚辉也笑着对笔者说：“今
年村里庭院种植土豆 120 亩，按照
亩产 3500 斤计算，去掉投入，每亩
地 纯 收 入 达 到 2100 元 ，平 均 每 户
增收 6000 元。”

据郑亚辉介绍，长发村全村目前
有贫困户 54 户 95 人，全村房前屋后
空闲地有近 200 亩。为了让群众在
庭院内实现“饭前饭后、房前屋后、足
不出户、增收致富”，出台政策鼓励引
导群众发展庭院经济，对养殖鸡、鸭、
鹅等家禽的农户，一方面免费投放蛋
雏，一方面联系辖区企业进行回收。
对蔬菜种植户，依托教育资源优势，
与扎赉特旗部分中小学校食堂达成
协议实行订单回收，解决了蔬菜种植
户销售难题，形成了庭院经济+企
业+学校“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微循
环的发展模式。

口袋鼓了 心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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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经济富农家庭院经济富农家
□陈玲

“咱们村里每户人家的院子都
很宽敞，以前也不讲究个啥，东西
物件就那么随便放。自从家里种
上了水稻，虽然地方小了，但想法
就有些变了，就想着把东西摆弄整
齐、收拾干净，现在站在院子里看，
真是整洁又好看，而且还有了一笔
不小的收入，这样的生活过的心里
有劲啊。”说起最近家里发生的变
化，80 岁的李树文老人满是皱纹
的脸上漾起了满足的笑容。

今年 6 月初，兴安盟委行署为
了解决农村牧区庭院规划无序、卫
生脏乱差、庭院空间闲置、农牧区
不善经营等问题，进一步发挥农牧
民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中的主体
作用，加强家风文明建设，改变生
活陋习，在全盟农村牧区开展了

“改变生活，从庭院做起”专项行
动，努力实现产业兴起来、农民富
起来、乡村美起来。

庭院里结出了诱人的大南瓜。赵雅楠 摄

乌兰哈达镇三合村庭院水稻喜获丰收。 胡日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