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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经济”首度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经济潜力有
多大？

湖南新田：“信易贷”工作推进会促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月 1 日，新田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召开“信易贷”工作推进会，
全县农村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建
设银行等 10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共
20 余人参会。
   会议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
积极入驻永州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
服务平台，及时发布“信易贷”产
品和服务，加大“信易贷”模式的
推广力度；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减
少对抵质押担保的过度依赖，逐步
提高中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的
占比；对信用良好、正常经营的中
小微企业创新续贷方式，切实降低
企业贷款周转成本。强调，各银行
机构要主动作为，在巩固线下服务
产品的同时，开展线上对接模式，
提高对接成功率。
   截至目前，新田县在持续优化
发展环境工作上，加大对守信市场
主体的融资支持力度，进一步解决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在永州市金融服务平台市场主
体入驻4410家、申请次数1677次、
申请金额 15.4385 亿、授信金额
11.284 亿。
   下一步，新田县将会同有关单位
继续加大宣传推广“信易贷”力度，
让信用建设良好的中小微企业全方
位享受“信用红利”，促进该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通讯员 何新
瑞 郑林辉）

   有的开农家乐、办民宿、
弄采摘园，打造周边休闲旅游
好去处；有的收发快递、直播
带货，成为村镇集市人气最旺
的地方；有的开小超市、修理
店、家庭作坊，服务当地生产
生活……在不少乡村，农家庭
院承担多样功能，演绎多彩角
色。
   今年，“庭院经济”首度
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明
确提出“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
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庭院
经济究竟是啥？潜力有多大？
   “微经济”激活乡村振兴“一
池春水”
   “来，带您们看看我家的
院子。”在新疆疏附县，村民
肉孜总爱热情邀请大家参观自
己的得意之作——一年四季瓜
果飘香、生机盎然的前庭后院。
   庭院总体面积不大，但房
前大树掩映，近处是整齐摆放
的各式绿植盆栽、一小片花圃
上还种了花卉、中草药和绿叶
菜，打点得分外好看；后院有
葡萄架子，杏树、梨树果园，
牛羊圈，农机具，十分精巧。
    “别小看这巴掌大块地，
自家吃的瓜果蔬菜有了，牛羊
肉还能往外卖点，刚种上的中
草药更是听说经济效益不错。”
肉孜说，农忙时带着农机具出
工，农闲时在家打理院子，一
年的收入还真不赖！
   庭院虽小，作用不少。当
闲置的土地资源被有效盘活，
业态繁多的“微经济”正激活
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庭院经济究竟指什么？
   一般来说，庭院经济即农
户家庭院落经济，指的是农民
以自己的住宅院落及周边场域
为空间范围、以家庭为单位进

行小规模生产经营、为自家和
社会提供农业土特产品和有关
服务的经济形式，是农业经济
的组成部分。
   今年，“庭院经济”首次
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大的
背景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的需要。发展庭院经济是增
收致富的重要方式。”农业农
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乡村发
展与城乡关系研究室主任何安
华对本报记者说。
   2022 年 9 月底，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关
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高质量发
展庭院经济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
是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发
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展增收来
源的有效途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
据显示，2022 年脱贫人口务
工规模 3278 万人，同比增加
133 万人。而对由于各种原因
无法外出务工的脱贫人口来
说，发展庭院经济，可形成外
出就业的有力补充。
   在何安华看来，发展庭院
经济对多方有益。对农户，有
助于合理利用院落等闲置资
源，为家庭增加一份收入。对
村庄，发展好庭院，有助于增
添村庄的绿色和文化味，将居
民生产生活和环境美化相结
合，乡愁也有了情感的载体。
对县域，由庭院汇聚和培育特
色产业，打造一村或一乡“一
品”，有助于形成县域经济新
的增长点。对国家，庭院生产
的土特产品可以农户自用也可
向市场供给，有利于增强食物
保障能力，夯实广义粮食安全
根基。

   “方寸地”变增收“致富园”
   枸杞、苹果、红枣、杏树……
在宁夏，特色经济林木装点着
村民房前屋后；养殖牛、羊、
鸡，在青海德令哈，当地特色
养殖业成为农户庭院特色；办
民宿、开农家乐、推出打糍粑、
赛山歌体验，在湖南花垣县，
农家庭院甚至成为游客旅途一
景……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庭院
“方寸地”变身增收“致富园”
的鲜活例子。
   如今，发展庭院经济有哪
些思路？如何能既有看头又有
赚头？
   相关政策已明确了发展重
点，包括——
   发展特色种养，打造一批
微茶园、微菜园、微果园、微
菌园，就近满足城市消费；
   发展特色手工，发展一批
非遗工坊、家庭工厂、手工作
坊，开发乡村特色文创产品；
   发展休闲旅游，推出一批
特色民宿、家庭旅馆、休闲农
庄、农家乐、小型采摘园等，
打造精品田园和美丽庭院；
   发展生产生活服务，创办
一批电商销售点、直播带货点、
快递代办点，增加农户经营收
入等。
   “政策已明确，就是要从
实际出发，突出乡土特色，走
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子，宜
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加则加、
宜商则商，探索发展多种类型
庭院经济。”何安华介绍。
   目前，不少地区已经推出
当地庭院经济建设方案，并将
其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重庆市着重打造“小果园、小
花卉园、小瓜菜园、小水产园、
小养殖园”为主的“五小”涉
农经济，和以“小加工、小餐

饮、小民宿、小制作、小买卖”
为主的“五小”非农经济。甘
肃省在“牛羊菜果薯药”六大
特色产业的基础上，扶持发展
小庭院、小家禽、小手工、小
买卖、小作坊“五小”产业，
尽显乡土本色。
   这样的“庭院”增收潜力
有多大？
   “要看市场行情，但收入
来源是多元化的。”何安华说，
通过打理庭院，村民不仅可以
卖土特产品，也可以出售乡村
文旅服务，或将庭院变成创新
创业的场所。此外，积极发展
庭院经济，实现部分生活资料
自给，本身就是降低生活成本，
即间接增收的重要方式。“鼓
励发展庭院经济，更重要的是
推广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理
念，鼓励脱贫群众学一门技艺，
凭本领创造幸福生活，增强发
展的内生动力。”何安华说。
   小庭院联结大市场撬动大
产业
   “前前后后种了些时令蔬
菜，一年四季吃菜不愁。”“弄
个菜园子，养点鸡鸭，也算自
食其力。”采访中，不少农户
谈到对自家庭院的想法：大都
有安排，但“也不敢想太多”，
“毕竟单家独户能力有限”。
   庭院经济要打造成什么
样？
   《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
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的指导意
见》提出，到 2025 年，脱贫
地区庭院经济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产业类型更加丰富，产销
衔接更加顺畅，发展活力持续
增强，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通
过庭院经济获得的收入持续增
加。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少不

了政策支持和引领。在何安华
看来，这也就是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
农户发展庭院经济”中“鼓励”
二字的意义所在。
   “首先是引导产业和业态
的选择。”何安华说，各地有
关部门要提供信息指引和产业
发展咨询服务，帮农户选择有
潜力和前景的产业，推动形成
一村一业或多业的庭院经济发
展格局。二是补要素短板，在
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提供相
应支持，帮助农户“闯市场”。
三是提高组织化水平，引入龙
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合作主体，强化他们
与庭院经济经营户的利益联
结，提高市场竞争力。
   此前，不少地方已出台政
策，对庭院经济进行实打实的
扶持，如统筹用好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东西部协作资金、定
点帮扶资金等，对符合条件的
庭院经济项目给予支持；推出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鼓励
用好创业担保贷款、“富民贷”
等金融产品；加大产销对接力
度，组织庭院经济经营户与城
市市场、超市、酒店、网购平
台、社区团购、文旅经营主体
开展对接活动等。
   “庭院经济”在中央一号
文件中首次登场，也有一些疑
问的声音出现，比如：是回归
“小农生产”了吗？
   “庭院经济是市场经济、
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
庭院将联结大市场，并有望释
放大潜力。”何安华说。

图为各大银行代表参加会议现场

   新华社西班牙巴塞罗
那 2 月 27 日电 ( 记者康
逸 朱晟 )2023 世界移动
通信大会 27 日在西班牙
巴塞罗那会展中心开幕。
在为期四天的大会中，来
自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2000 多家参展企业将
重点就移动通信行业新趋
势、新产品和新技术等展
开探讨，分享对影响行业
热点问题的见解。
   今年大会主题为“时
不我待”，其中 5G加速、
开放网络、金融科技和数
字化等是本次大会的焦
点。2023 世界移动通信大
会主办方全球移动通信系
统协会 (GSMA) 会长葛瑞
德表示，我们正走在数字
化的道路上，而要真正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来自各

个领域的创新力量。
   他说，今年是第一部
移动电话诞生 50 周年，
这标志着“一系列事件的
开始”，这些事件深刻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
互动方式。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华为、中兴、
OPPO、小米等中国通信和
科技企业参加本届大会。
GSMA 首席执行官约翰·霍
夫曼预计，25% 的与会者
将来自亚洲，其中 4000
至 5000 人来自中国。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是
移动通信行业的盛会之
一，也被称为行业“风向
标”。但过去几年这一
盛会深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 年大会被迫取消，
2021 年则被延期且大部

分展示和讨论改为线上举
行，虽然 2022 年恢复线
下举行，但规模仍不及疫
情前。2019 世界移动通信
大会吸引了超过 10.9 万
人。
   此外，主办方还期待
借展会促进行业复苏、缓
解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葛
瑞德强调，大会除了关注
技术领域的发展，探索行
业领军者的未来愿景，同
时也重视大会所创造的经
济价值。大会主办方预计
今年大会将迎来 8 万多名
参会者，带来 3.5 亿欧元
的经济收益。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聚焦技术发展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