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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小院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起步闻香，窑洞

民宿让游客在田园风光中邂逅“诗和远方”，

农家美食、乡土陈设透露着浓浓的黄土风情，景区串联起

分布着多种业态的伙场庭院经济示范带……这些都是榆阳

区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打造伙场庭

院经济的生动实践。

“伙场+种养”“伙场+采摘”“庭院+康养”“庭院

+民宿”……近年来，榆阳区聚焦改善人居环境、增加农

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让群众在家门口致富的目标，坚

持依法依规和实事求是两项原则，探索因地制宜选择宜

居、宜业、宜游“三条路径”，强化区统筹、镇负责、村

组织、户主体“四级联动”，实现“方寸地”变“增收

园”、“废弃房”变“聚宝盆”、“旧小院”变“后花

园”、“小业态”变“大产业”、“小作坊”变“大车

间”“五个转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目前，榆阳区业态繁多的伙场庭院经济正在成为乡村

振兴新的经济增长点，伙场庭院经济示范户户均收入增幅

比一般户高5000元以上，不仅改变了乡村面貌，更让群众

在家里就可畅享伙场庭院经济带来的成果。

种养提质增效——“方寸地”变“增收园”

“别看这个院子小，辣椒、黄瓜、玉米、葡萄……能

种十几种作物，一年算下来有几千元的收入。”据古塔镇

古塔新村村民徐海林介绍，近年来，村里鼓励村民有效利

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种植花卉、瓜果、蔬菜等经济作

物，收获后吃不完的果蔬可以分送给亲朋好友，还能拿去

售卖。

为了发展庭院经济，古塔镇在古塔新村杭庄小组率

先试点，给每家每户安装生活污水处理和雨水收集设施，

满足了院内瓜果蔬菜和村里集体果园的灌溉需求。“这叫

‘肥水不流外人田’。”徐海林拧开小院菜地里的雨污水

管道阀门，水汩汩涌出。

近年来，榆阳区以“4+2+X”现代农业产业布局为基

础，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思路，在全区发展伙

场庭院经济种养殖户6.7万户，伙场庭院经济收益占群众总

收入的比重达到90%以上。

资产盘活利用——“废弃房”变“聚宝盆”

在青云镇郑家川村“栖心川上”窑洞民宿，一处处依

山而建、错落有致的窑洞院落别具一格。2021年起，郑家

川村以“村集体统一流转+集体一体打造+经营户经营”的

模式，依照“传承陕北风俗、留住老家记忆、体验田园生

活、实现农旅康养度假”的思路，全力打造体验型民宿。

“目前，村里已经打造了35个院落308孔窑洞，通过

盘活闲置的资源发展庭院经济，不仅吸引了大量人才回乡

发展，还吸引了社会资本、资金的投资，给村民直接带来

的流转收益接近100万元，吸纳就业岗位300多个。”郑家

川村党支部书记郑志雄表示，村民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和致

富门路，可以在家门口实现持续收益。

除了郑家川“栖心川上”，尤家湾“黄土人家”“拾

光草堂”原生态民宿集群，朱寨村、王岗畔村等民宿集中

村也应运而生。榆阳区正在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全面启动古村落、旧民居

保护利用工程，南部6个乡镇全域实施废弃窑洞改造，民宿

经济让废弃窑洞焕发生机，带动群众户均增收近6000元。

环境整治提升——“旧小院”变“后花园”

“伙场”是榆阳区北部风沙草滩区农户对房前屋后空

闲地的俗称，也叫伙盘。这块自留地看似不大，但一度成

为北草地环境卫生整治的难点、乡村治理的焦点、邻里关

系的堵点。

为了将这些“弱点”变成“亮点”，榆阳区坚持把发

展伙场庭院经济和生态宜居结合起来，按照“点上出彩、

线上成景、面上美丽”的要求，全方位开展“乡村大花

榆阳区因地制宜打造伙场庭院经济
——精耕庭院方寸地　巧写振兴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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