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村，你会
发现家家户户院外巷道宽敞洁净，精心
打理过的庭院里，果树成排、菜地整洁，
蔬菜瓜果按季节次弟收获，不仅令人赏
心悦目，还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今年我的院子里种了些辣椒、西红
柿、豆角，房前屋后的边角地也都利用上
了，蔬菜成熟的时候自家吃不完，亲戚朋
友都来采摘。自己种的蔬菜绿色天然，
吃起来放心，一年下来还省下了一大笔
买菜费用。”村民毕万财笑着说道。

农家小庭院，能有大作为。今年，
“庭院经济”首次写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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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山村积极响应政策，
鼓励群众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美丽经

济”。如今，一个个农家庭院正变身为美
丽“新天地”、增收“聚宝盆”。

沿着巷道往里走，在村民张晓栋家
的院子外，一个个蜂箱错落有致地摆放
着，循着“嗡嗡”声望去，蜂箱入口处，勤
劳的蜜蜂进进出出，正忙着采蜜。戴着
蜂帽的张晓栋一边查看蜂箱一边介绍，
蜂箱养殖是他今年发展的庭院经济，他
每天都要查看进蜜情况、清理蜂箱、密切
关注蜂群，随时准备采收蜂蜜。

“往年我只养了一两箱蜜蜂供自家
吃蜂蜜，村上号召大家发展‘庭院经济’，
我就想到发展蜜蜂养殖，于是就扩大到
40箱。”看着自己的“甜蜜”产业，张晓栋
打开了“话匣子”，后来发现蜜蜂养殖的
发展前景还不错，城里人可稀罕这个土

蜂蜜了，经常有人过来向他购买。今年
扩大养殖规模后，他能采 50公斤的蜂
蜜，按照市场价每公斤 120元，加上每年
家里种的苹果和玉米，他现在不出门也
能挣不少钱了。

村民们看到庭院养蜂带来了收益，
也纷纷效仿，积极参与。目前，梁家山村
庭院中蜂养殖规模达到了 500余箱，进
一步拓展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走进院内，张晓栋的妻子项艳琴正
忙着整理自家庭院。按照村里发展“庭
院经济”的规划，生活、养殖、种植三区分
离，他们家通过以畜禽养殖和果蔬种植
为主、其他产业并存的庭院经济业态，让

“方寸地”变成幸福生活“增收园”。
“除了种植之外，我们还鼓励村民

因地制宜发展起小养殖，在庭院里养殖
中蜂、土鸡等农产品，进行自产自销，成
为发展壮大‘庭院经济’、助农增收的
有力抓手之一，大家现在发展‘庭院经
济’的信心也都比较足，我们会继续加
大引导，让群众把‘方寸之地’变为‘创
收之地’。”梁家山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培
英说。

近年来，梁家山村顺应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以宜居宜业为目标，盘活闲
置资源，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庭院经
济”。目前，逐渐形成了“地里有果、院里
有菜、圈舍有鸡羊、空中有蜂”的“庭院经
济”特色发展模式，让业态繁多的“微经
济”催生美丽乡村发生“蝶变”，“方寸庭
院”正在乡村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农家小庭院 经济增收地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高亚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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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现在的生活，村民们
脸上洋溢着笑容，纷纷表示现
在村里与往日大不相同，幸福
感得到了提升。村民赵加军
说：“锻炼的地方、活动的场所
都有，住在这个地方真幸福。”

“我们这儿以前可不是这
个样子，原来村子破破烂烂
的，出门都是土路，到了下雨
天一走就是两腿泥，村民出行
很不方便。”说起这几年村上
的人居环境变化，村民李思锋
深有感触，“后来村里大变样，
每条巷道都进行了硬化，还给
装上了路灯，咱的村子越变越
美了。”

近年来，梁家山村不断探
索乡村治理新路径，建果园、
夯产业、抓经济，建设美丽乡
村，村子一年一个变化。

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的过程中，梁家山村还积极
推进厕所革命，持续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对 33户村民的院
落全部进行了改造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明显，
乡村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

环境美了，村民富了，文明新
风也涌动在每个角落。

“以前的梁家山，巷道狭窄，尘
土飞扬，产业单薄，村里的年轻人
大多都去城里务工了；现在的梁家
山，环境优美，产业多元，生活在这
里，幸福感越来越强了。”村民张晓
栋高兴地说。

近年来，梁家山村党支部以人
民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新时
代文明实践，树立和宣传文明典型
人物，用志愿服务凝聚群众、教育
群众，打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服
务群众的新载体，不断提升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为乡村振兴发展
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原来这都是大白墙，现在画
上了家家户户都有的苹果园，真好
看。”顺着村民梁尔福手指的方向
看去，记者看见一幅幅治愈人心的
创意墙绘，仿佛在讲述这个村子的
美好生活。将墙绘艺术融入乡村
文明，提升了乡村文化品质，也提
高了群众的幸福感。

位于村子中心的乡村大舞台，
是乡亲们打发时间的好去处。傍
晚时分，小广场就自发组织跳起广
场舞，吸引四邻八村的姐妹们随着
音乐翩翩起舞，年纪大点的，就坐
在一旁，三五闲聊，享受惬意生
活。在此刻，广场两侧墙壁上描绘
的美好生活画卷已然照进现实。

梁家山村还组织开展产业大
户评选、苹果技能比武、院落卫生
评比、广场舞竞赛等一系列活动，
营造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我们
不仅要让群众的口袋富起来，还要
让他们的精神也富起来。”梁家山
村党支部书记孟小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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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村子按下“美颜键”后，还要念好“致富经”，才能将
美丽乡村变为“美丽经济”。

如今的梁家山村，漫山遍野的核桃树，一到丰收时节
就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核桃园里不时传出竹竿敲打核
桃的清脆声。村民们手起竿落，果园里下起了一阵“核桃
雨”。地上落满了绿油油的青皮鲜核桃，那可是村民们的
致富果，村民们接受着产业发展带来的大山的馈赠，尽情
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黄龙县大力发展核桃种植，享有“中国核桃
之乡”的美称。该县核桃产业开发服务中心以点带面抓
管理，转型升级抓加工，多措并举抓营销，依托西农大的
核桃专家、本地的乡土专家、乡镇干果站的技术员、村级
核桃协管员，创新建立核桃管理“四级服务体系”，打通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黄龙的核桃管理服务水平再
上新的台阶。

核桃已成为黄龙县推进乡村振兴、富民兴县的重要
产业之一。梁家山村也乘着这股东风，大力发展核桃产
业，让核桃鼓起了村民的钱包。

每到核桃成熟的季节，就是村民们最忙碌、最开心的
时刻。他们抢抓农时采摘、脱皮、晾晒、烘烤，田间地头、
加工车间一派繁忙景象，为金色的秋天增添了勃勃生机。

村民王宁酷爱核桃种植，他将自家的 5亩地全种上
了核桃树。他说：“有了专业技术的加持，今年我家核桃
长势非常好，5亩核桃园总共打下将近 5000公斤，收入
1.7万多元。”说着一年的收成，他喜笑颜开。

为了延伸产业链条，让核桃卖上好价格，三岔镇采取
“村集体+农户”的模式，建起核桃加工厂，一进入丰收季，
这里的脱皮、清洗和烘干设备就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村
民发展产业更加方便了。

“从前我们收购了村民的核桃，自己拿回家加工核
桃，把手染黑不说，褪出来的核桃品质也不好。”三岔镇九
科塬农产品综合加工厂负责人张治帮说，“自从镇上的核
桃加工厂建成以来，每年可加工青皮核桃千余吨，这部分
干果我们通过电商平台、线下销售相结合的方式，极大地
增加了核桃的附加值。”

据了解，依托本地优势资源，梁家山村把“小核桃”当
作“大产业”来抓，推动核桃产业提质增效，延伸核桃产业
链，走出了一条生态和经济结合发展的新路子，保住了绿
水青山，赢得了“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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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乐业 幸福“加码”
——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村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记者 杜音樵 吕辰雪 通讯员 高亚蓉

平整笔直的入户路延伸到家门

口，一排排整齐的灰白相间的人字坡

屋脊，颇有几分徽派建筑的风格，道

路旁栽植的苹果、核桃挂满枝头，房

前屋后的小花园郁郁葱葱，时有鸟儿

跳跃鸣叫……走进黄龙县三岔镇梁

家山村，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

村振兴画卷展现在眼前。

● 乡村农民运动会

● 村民核桃丰收了

● 整齐划一的新农村村貌一角

● 美丽的庭院

● 庭院里种上了经济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