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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及分析：

几年来，我区美丽庭院创建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形成了

房山品牌。美丽庭院建设不仅装点了院子，美化了环境，丰

富了生活，愉悦了心情。更使广大农村处处彰显文明新风，

斩除了陈规陋俗，纯化了民俗民风，创造了农村新貌，润物

无声地进行了人文教化，取得的成果是多维度的。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例如百姓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益不足、可持续性

不好等问题。蒲洼乡妇联积极探索了美化环境和经济效益双

提升的途径和办法，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又让美丽庭

院建设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议总结蒲洼乡妇联作法，全面

推动边远山区美丽庭院建设。

1.院子美了，但没有经济效益。几年的美丽庭院创建让

杂乱的农家院子有序了、整洁了、漂亮了，有的美丽庭院不

仅让农民的生活挣到了“面子”还赚到了“票子”。让院子

有了经济价值，例如王家磨的民俗、蒲洼乡盆裁蔬菜和农产

品，深受客人喜欢。但有经济效益的美丽庭院占比不高，效

益还不显著。

2.百姓动了，但自身积极性不足。美丽庭院建设以来，

妇联做了大量工作，但农民的积极性总体上看逐渐在转变，

调研中看到农民发自内心的喜欢。但效益是最好的助推剂，

也是长效药。没有效益积极性很难长期保持。



3.产品有了，但销售渠道不畅。有的庭院有了产品，或

者边远山区农民家有很好农产品。但因为规模小、居住分散，

再加之村子比较偏远，来往行为或客人比较少，很难销售。

有些产品浪费了，有些产品闲置了，有些产品免费送人了，

百姓看不到效益。

建议：

1.由美丽庭院向经济庭院转变，带动农民增收。在建设

时从类型、品种到规模以及销售渠道等统筹考虑，在美丽庭

院创建中体现经济庭院的价值，带动农民增收。这样即能调

动百姓的积极性又能够保障美丽庭院创建的可持续性。

2.总结蒲洼乡妇联的做法，因村因地施策。一是蒲洼乡

妇联根据各村海拔梯度和村域特点，因地制宜种植适宜蔬

菜，打造出议合村自给自足式田园经济小菜园、蒲洼村科技

暖棚式小菜园、东村旅游为主的沉浸漫步式小菜园等各具特

色美丽庭院，让庭院小美融入到乡村振兴大美之中，助力美

丽乡村建设。二是让农产品成为商品。蒲洼乡妇联首先是和

百姓一起将百姓家不值钱的山楂干、海棠干、野菊花、白马

牙玉米糁、杏干、杏仁、南瓜籽、柴鸡蛋以及盆景灵芝和盆

栽蔬菜等包装成商品。三是搭建销售平台。蒲洼乡妇联通过

建立妇联农产品销售驿、妇联执委接力带货、与嘉州水郡社

区妇联对接等，将百姓的农产品全部销售，形成效益。

3.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彰显社会价

值.输血不如造血，扶贫不如扶志扶智。发展庭院经济，让

百姓依靠劳动，取得收益，让山区百姓特别是老年人感到老



有所值。让山区的老人自信心强了、生活体面了、做事情也

有奔头了。将健康绿色食品输出至城区，将经济增收输入至

乡村，用最朴实的行动落实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

4.及时总结推广美丽庭院创建的经验，固化建设成果。

全面总结我区美丽庭院建设经验，尤其是蒲洼乡妇联、王家

磨的做法，要进行深刻分析，包括客观的环境、政策、措施，

更重要的还有主观努力，形成经验，广泛推广。不仅宣传建

设经验，更要总结妇联干部不记个人得失，任劳任怨的工作

作风，宣传典型做法和典型人物。

5.需要进一步弘扬典型引领作用，强化示范带动。美丽

庭院创建使广大农村处处彰显文明新风，斩除了陈规陋俗，

纯化了民俗民风，创造了农村新貌，润物无声地进行了人文

教化，取得的成果是多维度的。建议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在

报刊、网站、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专刊，深入挖掘先进典型，

推出系列报道，使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影响到千家万户。



关于推动美丽庭院建设向经济庭院建设转变的提案

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妇联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做好 2022 年“美丽庭院”创建工作，不断深

化并推广“王家磨做法”，以蒲洼乡妇联为试点，聚焦经济

庭院建设，打造美丽庭院升级版，引导妇女将山村生态优势、

小院闲置空间、本土特色元素与现代营销手段紧密结合，带

动更多的美丽庭院示范户向经济庭院转变，不断丰富创建载

体和内涵，保持美丽庭院的生机和活力。2022 年区妇联共创

建 3315 户“美丽庭院”示范户,10 个重点示范村，用美丽庭

院扮靓美丽乡村。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激发百姓市场意识。区妇联把蒲洼乡议合村作为

试点，充分发掘本地资源，把山里的柴鸡蛋以每斤 20 元的

价格卖到嘉北社区，让百姓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在以

前是从没有过的。这样一来，激发了百姓的市场意识，通过

妇联执委发挥作用，一传十、十传百，向城区推介山里货的

优质，对接城里人的需求，通过启发思考，共统计出 30 多

种可以卖到城区的农产品，增进了百姓改变现状的信心。

（二）帮助建好经济庭院。坚持因户施策、因地制宜，

打造美丽庭院升级版，创建了田园式自给自足小菜园、科技

暖棚小菜园、沉浸漫步式小菜园，帮助他们想办法、出设计。



同时邀请北京农学院的老师，向大家传授盆栽蔬菜种植等技

术。各种层出不穷的小院不仅美化了环境，也为下一步的带

货储备了一批农产品资源。

（三）解决产品售卖难题。为解决农产品分散、不便收

集的问题，在区妇联和乡党委共同参与下，建立了农产品销

售驿站，对全乡的农产品进行整合统一收购售卖，同时由妇

联执委和乡村两级干部组成助农带货服务队，利用走村入

户、上下班时间，直接把边远山村的蜂蜜、杏仁等山货，送

到城区消费者的家门口。此外，区妇联帮助我们想办法、想

出路，对接农广校和慧田种植合作社，在三个示范村和经济

小院示范户种植高海拔可食用菊花，形成海拔区域特色种

植，提高经济作物销售亮点，解决出售品类的差异化和多样

性问题。我们还积极同中国邮政开展共建，搭建线上我在深

山有远亲农产品销售平台，将时令农产品优先通过邮政专车

售卖到北京各个区县，减少滞销损失和保鲜成本。

通过努力，在促进村民就业增收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去年 7 月份至今，妇联执委、乡村两级干部累计下山为百姓

带货近 200 次，交易近 900 笔，累计实现增收 40 万余元，

实现了户均增收 2000 余元的收入，山区百姓的精气神得到

了一定的提振。比如东村的一位赤脚医生之前由于早出晚

归，没有功夫收拾庭院，我们积极帮助她收拾庭院、规划菜

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村里一些留守老人也在力所能及的

情况下忙碌起来，信心百倍。经济庭院既让大家忙了起来，

也让百姓对乡村干部真心实意帮助自己增收的行动充满感



激和认可，干群关系也在一来一往中更加密切，经济庭院的

发展让人人有活干，家家有收入，小庭院做出了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