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农 村

小 院 到 城 市

餐桌，从自给

自 足 的 农 作

物 到 流 通 的

农产品，市场

是 最 为 关 键

的 一 环 。 解

决 了 市 场 问

题，庭院种养

才 能 称 之 为

庭 院 经 济 。

依 靠 特 有 的

资源禀赋，小

庭 院 不 仅 能

够 开 发 出 经

济效益，还蕴

含着从“小而

精”走向“广

而深”的无限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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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小院与标准化种养的矛盾

走向市场，庭院经济有了

良好开端。然而，庭院种植分

散、管理难的劣势与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似乎存在着天然

的矛盾，如何解题？需要企业

等市场主体与农户在反复磨

合中建立起默契与信任，政府

也发挥着关键的指引作用。

经过几年的摸索，吉林的庭院

经济已经从“小打小闹”迈向

规模化、标准化，踏上分散生

产、联合经营、规模发展的特

色产业道路。

随着收购的卡车开进村，

大安市龙沼镇八方村的村民

们骑上电动车，将采摘装袋的

万寿菊装车赶去收购点，队伍

排得很长，鲜花称重、现金结

算。万寿菊装满一卡车后,被

运到乾安县赞字万寿菊加工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加工，提取

叶黄素，再卖向全国。

每年7月下旬到9月末，

这样的收购在八方村以及周

边十几个种植庭院万寿菊的

村子里，要陆续进行七八次。

“万寿菊采摘次数多，放在大

田种植，规模太大很费人工，

种起来不划算，每家每户庭院

不大，一家两口人负责自家的

三四百平方米小院，完全可以

应付得来。”赞字万寿菊加工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朱晓旻

告诉记者。

从分散种植到整村种植，

村干部发挥了关键作用。八

方村党支部书记刘忠义说：

“万寿菊既美化环境又促进增

收，选定为庭院种植品种后，

种子由政府出钱购买，每方平

米还给农民补贴3元。算下

来，300-400平方米院子就能

产出2000-3000元。”化零为

整后，只要刘忠义提前在微信

群吆喝一声，分发种子、定点

收购就能有序开展，生产流程

更加规范统一。加工企业把

种子送到村里，由村委进行分

发，收获期再由村委告知村

民，及时采花送到收购点。如

今，八方村185户村民都在小

院里种满了万寿菊。从烈日

炎炎到秋风习习，浓郁的花香

始终弥漫着，竞相绽放的万寿

菊将八方村点缀成了一片橘

黄的花海。

规模化是发展特色庭院
产业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倒逼

庭院经济走向生产标准化。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规划，政
府和市场经营主体积极联合，
争取实现品种、技术、订单回
收的统一，从而实现高品质、
高标准，形成地区特色产业，
庭院产品的附加值也才会更
高。”赵玉敏说。

“政府一直在有组织地对

庭院经济产业化做出引导。

针对当前庭院经济在仓储、物

流、包装、加工设施等方面的

困难，尝试进行补链、延链。

把庭院资源与加工业、服务

业、休闲农业融合，拓展庭院

经济的功能作用，吉林部分地

区已经有了成功探索，也是接

下来庭院经济的发展方向。”

秦国宝说。

（据《农民日报》）

稳定的市场是“主心骨”
农户庭院种植有两怕，一

怕选错品种卖不出去，二怕

好产品卖不上价。归根结

底，怕的是自家农货没销路、

没市场。“持续发展庭院经

济，关键要帮农民找到稳定

的销售渠道，用经济效益稳

住农民的信心。”赵玉敏说。

好品种才能撬动大市
场。优质品种的选择是农产
品实现从“小庭院”到“大市
场”的关键一环，农业资源、地
域特色、市场偏好等因素都关
系到庭院品种的选择，也影响
着庭院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引入鲜食玉米品种之

前，日新村党支部书记吴忠

并非毫无想法。“我在新闻联

播上看到过庭院鲜食玉米的

成功案例。几番对比下来，

我觉得我们村资源条件都符

合要求，也可以效仿种植鲜

食玉米。”吴忠说。苦于当时

周围并没有鲜食玉米加工

厂，回收、加工、销售都是大

难题，这一想法只能被搁浅。

后来，孙萌带着建厂的

想法找上门来，吴忠之前一

闪而过的念头终于落了地。

孙萌熟悉玉米销售领域，对

庭院鲜食玉米市场前景也有

自己的看法，两人的想法不

谋而合。找到了稳定的市

场，吴忠也更有信心动员农

户种植。就这样，“粒粒生

金”的鲜食玉米种满了农户

房前屋后的小院，日新村成

为方圆百里首批种植鲜食玉

米的庭院示范村。

要想庭院农产品不被压
等级、降价，仅靠农户个体与
市场对接是不够的。“吉林省

在开拓庭院经济市场过程

中，政府推动形成了龙头企

业带动、合作社与经纪人引

领、品牌拉动、‘互联网+’农

户、‘私人订制’经营5种发展

模式，增加农产品的销售半

径，降低农民庭院生产的风

险，打通庭院经济生产端与

销售端的壁垒。”秦国宝说。

最大卖点：“小而精”的生态种养

农家庭院向来是农村生

产生活等多重功能的重要载

体，发展庭院经济是对其传统

功能的延伸与拓展。进入农

产品流通环节，精心种养的小

院农作物摇身一变成为商品，

想要占据一席之地，就要找准

特色与定位，对接市场需求。

哪里能种出好吃又健康的

鲜食玉米？吉林省玉谷食品有

限公司创始人孙萌想起了家乡

大安市农户宽敞小院的沃土。

2021年，一直做着代销速冻玉

米生意的孙萌决定回到老家大

安市创业，种植符合中高端市

场口味的鲜食玉米。

有了想法后，孙萌去拜访

了许多鲜食玉米企业的“大

咖”，这才发现种出健康、原生

态的鲜食玉米并不是想象中那

样简单。“种植过程很是讲究。

想要种出鲜嫩的口感，需要进

行精细管理，保证在籽粒刚饱

满的2-3天内及时采摘，否则

隔天可能就老了，影响品质。”

经过详细调研，孙萌将目

光锁定在了大安市乐胜乡的

农村小院，并说服了当地农业

农村部门，乐胜乡副乡长于凤

涛推荐了7个村子作为鲜食

玉米的试点。第一年，孙萌挨

家挨户将种子送上了门，经过

85-95天的生长期，玉米颗粒

渐渐饱满，由农户采摘送至加

工厂。小院种出的鲜食玉米

基本不用化肥农药，兼顾了较

高的营养价值与鲜香的口感，

颇受城市居民的青睐。

“原生态就是庭院种养的

特色与方向，老百姓自家院里

种植的作物往往很少用化肥

和农药，最多用点农家肥，这

是农村小院天然的资源禀赋，

没有污染过的土地才能种出

养出真正的‘原生态’。”白城

市洮北区农民科技教育中心

副主任赵玉敏说。

相比大田栽培，小庭院特
有的种植方法也是农作物原滋
原味的保证。将作物种植在房
前屋后，农民能够时时精心照
料，根据作物的生长情况及时
调整种植的方法，让纯天然的
小院作物更多几分田园味儿。

啃上一口金黄的鲜食玉米，鲜香软糯的口感让

人不禁回忆起“小时候的味道”。出现在大城市餐桌

上的“乾玉谷”鲜食玉米，来自吉林白城市一家家农

民的庭院，而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包装显著位置标示

的“来自于自家小菜园种植”，通过一项简单的真空

锁鲜技术，实现了新鲜原味的“千里传送”。

遥远的嫩江湾畔，吉林大安市乐胜乡日新村村

民王敬波正穿梭在自家小院的玉米秧中忙碌，若是

回到两年前，一辈子没出过几次远门的他很难想象，

自家小院里种的玉米能够走向千里之外的城市，成

为“健康、品质”的代名词。王敬波抓紧时间将收获

的玉米送到村里粘玉米加工厂，经过扒皮、清洗、真

空包装等工序，4小时内迎来“华丽转身”，打上品牌、

贴上标签后就将被送往全国各地。在广阔的松辽平

原上，像王敬波一样的农户十分常见，家家户户利用

房前屋后的小天地开启了庭院种养的新篇章。

从农村小院到城市餐桌，从自给自足的农作物到流

通的农产品，市场是最为关键的一环。解决了市场问题，

庭院种养才能称之为庭院经济。依靠特有的资源禀赋，

小庭院不仅能够开发出经济效益，还蕴含着从“小而精”

走向“广而深”的无限可能。

作为庭院经济的成功探路者，吉林各地是如何

打破小农观念的束缚，找准符合市场定位与自身优

势的种养方向？如何保证农产品销路，接入市场稳

定经济效益？如何在市场倒逼下，逐步实现标准化、

精细化生产，走上特色产业之路？沿着庭院经济背

后的市场逻辑，记者进行了深入调研。

如何把农民“引上路”
所谓庭院经济，是指农民利用自有院落空间和

资源，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特色手工、特色休闲
旅游、生产生活服务等业态，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又
能对外输出产品与服务。发展庭院经济不是回归小

农经济，而是引导农民破除小农观念，拥抱新业态、

接受新理念、对接大市场的过程。

“吉林省贫困户以鳏寡孤独户居多，60%以上是

无劳动能力或半劳动力脱贫人口，大田耕作、外出务

工都受到身体条件限制。但在这里，几乎每家都有

着二三百平方米以上的园子地，农民居家劳作就能

产生效益，政府便组织农户在自家小院里做起了文

章。”吉林省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处处长秦国宝说。

自日新村村民吴德有记忆起，家里的小院就常种

些土豆、玉米，养些鸡、鸭、鹅供自家食用，这在农村十分

常见，不会有人觉得稀奇。前年，正忙于劳作的吴德被

村里微信群的一条“发展庭院经济”的消息吸引了目

光。村党支部书记号召大家把自家小院利用起来，统

一种上鲜食玉米，等待收获后统一卖给粘玉米加工厂。

“吉林省西部地处平原地区，农民大多从事种养
业，小院种养对他们来说轻车熟路，发展庭院经济有
着天然优势。采取一定奖补措施，把农民引上路，是
庭院经济融入市场的第一步。”秦国宝分享道，“发展

庭院经济的五年来，吉林省根据种植品种，对参与庭

院经济建设的农户每平方米补贴1—3块钱，实现了

行政村的补贴全覆盖，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尝试庭

院经济这条新路子。”

每家每户增收的这几千元，看似不多，其意义却

不容小觑。从小处说，对于脱贫户，它不仅带来了过

上好日子的希望，也成为他们自食其力、改变生活的

新起点。往大了说，庭院经济对于一地一域的农业

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以黎明村党支部书记崔志武考

察的通榆县为例，通榆县天意辣椒公司带动了周边3

个市（县）、2万多户农户签订订单，全县农户仅辣椒

收入实现2亿元。在吉林省，发展庭院经济的农民达

338.82万人，累计种植面积29.56万亩、畜禽养殖规

模880万头，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

日新村农家庭院种满玉米日新村农家庭院种满玉米。。 资料图资料图

八方村农家庭院种植的万寿菊八方村农家庭院种植的万寿菊
盛开盛开。。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