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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前屋后方寸地，开出乡村“振兴花”

小 菜 园、 小 果 园、 小 花 园、
小游园，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
小养殖……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
湖南不少乡村纷纷利用村里房前
屋后的边角地、废弃地，发展产业、
传承文化，把“弹丸之地”发展
成“小而美”“小而富”“小而乐”
的乡村美图，助力村民增收，快
乐生活。而且，这些有趣的方寸地，
正逐渐成为大家热衷打卡的网红
地。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庭院养殖小而富
地点：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

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这首

脍炙人口的歌曲，在长沙市望城区桥

驿镇洪家村，或许要改成“一群鹅”了。

8月18日，艳阳高照，在绿油油

的稻田旁，一群白鹅正欢快地在池塘

里游来游去。这是洪家村脱贫户刘青

华养的 100 多只鹅，而他的家就在池

塘旁。

刘青华的妻子14 年前因为中风

导致瘫痪，目前只能坐在轮椅上。刘

青华因为一直在家照顾妻子，所以没

有出远门务工，没想到桥驿镇启动的

铜鹅养殖的庭院经济项目给他带来了

惊喜。

在位于洪家村的红色驿家农业

有限公司的牵头下，刘青华免费领了

100 多只鹅苗。“我提供家门口的空地

养鹅，公司帮我们建了鹅舍、围栏，

还承诺回收。”刘青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养鹅不需要劳神费力，

鹅粪还是顶好的有机肥，既能减少

用化肥，又能提高地力。”他听说本

村脱贫户周仕钢已经有 30只鹅被收

购了，赚了3000 多元。这样算下来，

刘青华仅养鹅一项一年也将有一万多

元的增收。

“我们在镇里的指导下开展庭院

养鹅项目，目前已经有 80 多户脱贫户

和村民参加。”红色驿家农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桥驿镇妇联执委崔小丽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该公司与养

殖户签订了保底回收协议，如果市场

价高于保底价，则以市场价回收。崔

小丽和丈夫周荣原本在湘西做生意，

后来回到村里发展，“最开始是想利

用周边的红色资源开展乡村旅游，帮

全镇脱贫户增加收入”。崔小丽介绍，

桥驿镇附近有湖南和平解放秘密电台

等多个红色景点，时常有研学团前来

参观，能借机帮助周边农户推销自家

种的蔬菜、水果。

把游客引来了，缺少本地特色产

品怎么办？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荣发现铜鹅

肉质好，桥驿镇河汊、池塘、空地多，

适合庭院养殖。每户养上几十只，就

可形成一定规模的庭院养殖。周荣夫

妻的想法很快得到了桥驿镇党委、镇

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桥驿镇人大副主席郭铁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在桥驿镇的推动下，

中国农业科学院乡村产业中心为铜鹅

养殖户提供养殖技术支持，红色驿家

农业有限公司提供优质鹅苗、防疫药

品和围栏等。在鹅养殖成熟后，由红

色驿家农业公司统一收购，依托其餐

饮平台和腊制品平台，制作以鹅为原

材料的农家特色菜和农产品，在全镇

各旅游景点以及线上销售，带动农户

增收。目前，桥驿镇已经形成了“企

业发放——农户喂养——企业回收

加工——线上线下销售”的完整产业

闭环。

为了让铜鹅品牌“走出桥驿镇”，

红色驿家腊味坊上线了腊鹅、酱板

鹅等预制菜和酱料包，而且发起了

“我在乡下养了一群鹅”的爱心认领

活动，已经有公司和个人领养。“镇

里正计划推出以鹅为主题的美食节

活动，来帮村民推动鹅的销售。”郭

铁告诉记者。

望城区妇联挂职副主席潘丹介

绍，区妇联也正在组织开展屋内收纳

整理、庭院花草种植、手工艺品制作、

女红和厨艺技能提升等培训，期望

打造一批有条件的美丽庭院，发展

乡村特色民宿，鼓励女性通过电商

直播带货等形式宣传推介美丽庭院

特色农产品，助力女性创业就业和

乡村产业发展。

“五小园”小而美
地点：郴州市苏仙区兰王庙村

“做客西河兰王庙村，你想要的

都有：吃西河烧烤，喝阳光玫瑰葡

萄做的饮品，尝聚贤客栈农家菜肴，

约好友徒步、骑自行车、游生态风

光 带 ……”8 月 22 日， 今 日 女 报

/ 凤网记者打开郴州市苏仙区许家洞

镇兰王庙村党总支副书记刘培的朋

友圈，看到她又在为该村做宣传。

去年以来，以承办第二届湖南

旅发大会为契机，郴州市西河乡村

振兴示范带建设指挥部全域推动“四

小园”（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

小游园）建设提质工程，乡村颜值、

气质“噌噌噌”往上提。

兰王庙村就是西河沿线的一个

村庄。走在兰王庙村，随处可见环

绕村庄的“四小园”点缀在道路与

建筑之间。

刘培 2011 年就担任过兰王庙村

妇女主任（现称村妇联主席）。“以

前路过村里房前屋后、道路两侧的

柴草堆、砂石堆、垃圾堆、猪栏旱

厕等都闻得到臭味，不仅影响美观，

而且挡路。”近年来，她和村“两委”

干部一起鼓励村民对现有的“四小

园”进行升级，改造成包括小公园

在内的“五小园”，把猪栏旱厕、杂

房危房、空坪闲地等，根据村民的

需求，改建成停车场、篮球场和拥

有古庙古树古桥的景观园区，“现在

村里道路整洁了、村庄变美了，家

门口的小菜园丰收了，村民口袋鼓

鼓的”。

“‘五小园’建设给我们带来了

更多的商机。”在村里办起了聚贤客

栈民宿的村民肖贤锋告诉记者，“游

客增多后用餐留宿的客人多了，我

们会根据客人的需求，介绍他们去

农家采摘。”

“我们村现有 20 多个小园，占

地面积 6000 平方米。”刘培说，“很

多游客来我们村里骑行、徒步、采摘、

吃农家菜，都好羡慕我们生活在这

么美丽的村庄里。”

近年来，兰王庙村先后获评“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省级文明示范

村”等称号。

“门前三小”小而乐
地点 : 株洲市攸县墙背村

手绘京剧脸谱、学习剪纸、做物理小实验、

举办手工作品展……8月上旬，株洲市攸县黄丰

桥镇墙背村的六七十名中小学生，和来自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以及本村的大学生们，在村里的小

广场、小书屋、小讲堂里一起参加了难忘的 14

天夏令营活动。

“结营的那天，好多小朋友与大学生难舍难

分，流下了热泪。”8月21日，墙背村村支书刘

观云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村里以小广场、

小书屋、小讲堂为抓手打造的幸福屋场，正成

为村民们收获幸福、感受快乐的地方。

2021年，墙背村组织换届选举，39 岁的刘

观云当选村支书。她当过兵、办过厂，又做过多

年的村妇联主席（以前称村妇女主任）。

2022 年初，听说县里倡导创建“门前三小”

和“幸福屋场”，刘观云带领村“两委”主动请缨，

积极争取纳入第一批创建计划。据初步估算，项

目需要投入资金150 余万元，但项目支持最多

40万元。村民小组无资金、村级集体收入薄弱，

面对如此之大的资金缺口，怎么办？

刘观云带领村“两委”和党员、村民代表多

次讨论，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积极与班

子成员外出向本村在外的领导和老板“化缘”；

二是发动当地村民自愿捐款“筹资”；三是根据

建设用工需求，向村民“派工”。

发出倡议后，村民们纷纷表示支持。“仅一

个星期，全村人就捐了120 多万元。”刘观云介绍，

“幸福屋场”选址在村里的中心地带，人口集中，

交通便利，功能包含小书屋、小讲堂、小广场、

活动室、“同心亭”等 5 项主体设施。没有专业

设计师，在本村投资的非公经济人士、在外创

业的乡贤代表等主动献计献策，自己动手画图纸

搞设计；建设用地涉及 7户农户的宅基地，当

事人主动让出土地；少了木材，一些村民便从自

己的自留山上砍；砖匠、木匠、大工、小工等绝

大多数都是来自本村的“土专家”，周边群众有

200 余人次参与土地平整、环境整治等工作之中。

仅仅过了4 个月，相关建设全部完成。

“幸福屋场”建成后，刘观云立马利用小广

场开展了“九九重阳节”孝老敬亲活动，组织村

民小组评选“孝老敬亲道德模范”，并在活动现

场公开表彰；组织村干部、妇女小组长和卸任

的村干部做志愿者服务。今年三月和八月，刘观

云又分别组织了国际劳动妇女节及留守儿童夏令

营活动，形成轰动效应。在筹办妇女节活动时，

刘观云把历任村妇女主任（村妇联主席）喊到一

起开会，出谋划策，结果她们都成了志愿者和

歌舞节目的带头人；在夏令营的作品展上，孩子

们纷纷拉着大人的手，自豪地介绍自己的作品。

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并在潜移默化

中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乡

村文化振兴。“本村一些在外工作的领导和外出

务工创业人士回乡过节，身临其境感受到家乡面

貌焕然一新，赞不绝口，纷纷解囊相助。”刘观

云介绍，墙背村茶园幸福屋场被评为攸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十佳示范点”和株洲市“十佳幸福

屋场”。

如今，从每天晚上 5点多开始，村里的广场

上，大妈大婶们就开始列队，欢快地跳着健身舞，

年轻人则打着乒乓球或排球，而不远处的小书

屋、活动室里，村民们看书的看书、下棋的下棋。

一幅有滋有味的夜生活美景图已在墙背村徐徐

展开。

株洲攸县墙背村的小广场成为村民们感受欢乐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