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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
豆得豆。”这首儿歌很多人耳熟能详。农
村“庭院经济”是巩固全面脱贫的重要抓
手和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利用农村房
前屋后、犄角旮旯发展产业与经营，打造
农家“美田园”“小花园”“致富园”，风景别
致而意义深远。

盘活闲置庭院资源，构建多彩产业拼
图。发展“庭院经济”就是要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立足方寸，眼界长远。可以以家
庭为阵地，以庭院为载体，利用住宅前后
闲置空间与资源，打造小菜园、小果园、小
茶园、小养殖场、小鱼塘等庭院种养产业；
可以建设小农产品加工厂、手工作坊、非
遗文创工坊等庭院加工产业；可以发展休
闲农庄、田园民宿、采摘垂钓体验等庭院
旅游产业；可以创办电商售卖点、网红打
卡地、直播带货工作室、快递代办点等家
庭服务产业……根据环境特点、产业需
求、地方文化和农户特长爱好，发展多种
产业经营模式，不仅盘活身边沉睡地块、
闲置资源，丰富当地农村产业类型，还可
以引入新的服务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
何乐而不为？

组织培训提高技能，事半功倍实现效
益。发展“庭院经济”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每家每户的经济
个体或合作组织而言，如何定位，如何发
展，如何维护，如何拓展，至关重要。因
此，村党总支应带头学习，灵活思维，帮助
农户合理定位和规划，还可通过引导发
展、倡导多户结合、建立机制成立庭院经
济专业合作社等，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和培
训，提高和统一种养、加工、经营等标准；
通过一系列努力，增强农户多方面的知识
和技能，做一个技术型、管理型、经营型农
民，更好地打造产业，把握市场，让“庭院
经济”早日见效益。

加强治理呵护环境，追求长效生态效
益。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发展“庭院经济”就要建立环境保护的长
效机制，让环境整治与庭院自治双管齐
下，引导农民做好日常保洁与环境维护。
构建庭院管护与评比长效机制，倡导文明
生活与爱护家园新风。通过评选“最美庭
院”“文明家庭”“打理能手”，户比户、院比
院、人比人，激发村民参与庭院整治和管
护的自觉与热情，让农家天清气朗、水秀
山青、园美人和，通过“小风景”涵养“大文
明”，为农家田园打造新气象、高“颜值”。

面向市场精心谋划，特色为先高质发
展。以市场为引导，以需求为方向，以特
色为优势，以管理为保障，力促“庭院经
济”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一定要保
护农户利益与积极性，一定要抓住产业和
产品优势，提升竞争力和市场口碑。例如
产品合作社等面对发展前期或市场短期
风浪时，对产品实行保底价收购；开展市
场定位，充分挖掘和彰显产品优势，融入
更多本土传统文化元素，打造特色品牌，
推动“庭院经济”向专业化、特色化、品牌
化发展。

“庭院经济”看似小天地，却能书写大
文章。它不仅扮靓家园“颜值”，又能鼓起
农户“腰包”，同时通过勤劳致富提振农家
精气神，助力乡村振兴。精心谋划，脚踏
实地，持之以恒，必然收获颇丰。

发展“庭院经济”
提颜值促增收

万 翔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摄影报道)6月12日，市
消保委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化妆品监管科，组织部分
消费者走进合肥百大淮南购物中心开展安徽百场
绿色消费体验活动，让消费者了解如何进行化妆品
等消费选购。

据悉，中消协把今年消费年主题确定为“激发
消费活力”，要求各地消保委组织要帮助消费者全
面准确掌握产品信息，做到科学理性消费。依据中
消协和省消保委工作安排，市消保委计划今年组织
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走进企业，参与消费体验，
推动经营者高质量要求产品和服务，让广大消费者

拥有更好消费体验，激发消费活力。
活动现场，市市场监管局化妆品科科长张普介

绍了有关化妆品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技巧，消费者可
通过下载使用“化妆品监管 APP”，辨别化妆品真
伪，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市消保委也提醒广大
消费者，购买化妆品应该选择有资质、正规商场、商
店、网店购买，认准化妆品有关信息，切勿在微信朋
友圈等购买来源不明的商品。购买化妆品应理性，
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切勿轻信涉及治疗效果等
虚假宣传。同时，购买化妆品应当索要购物凭证，
发现问题及时拨打12315或向消保委投诉。

激发消费活力

优化消费环境

本报讯（记者 付莉荣 摄影报道）近日，
八公山区山王镇闪冲村的桃子挂满枝头，一
个个粉里透红，圆润饱满。一进入桃园便能
够闻到扑鼻的果香，让人垂涎欲滴。村民们
采摘、分拣，忙碌不停，脸上的笑容却未间
断。

近年来，闪冲村积极整合周边特色农
业，做大做强做优区域农产品、观光农园等
项目。春季山花烂漫，争相开放，吸引市民
前来打卡；夏季瓜果飘香，桃子、西瓜香甜四
溢；秋季板栗丰收，带动400余村民就业；冬
季特色采摘，充满乐趣，让乡村生产生活的
现实场景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美味“桃”不掉

“乡趣”变“乐趣”

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为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
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日，市市场监管
局高新区分局联合多部门开展“手机变砝码”活动，
旨在解决广大消费者关注的电子秤准确度问题。

活动围绕消费者关注的电子秤缺斤少两、“鬼
秤”等计量问题，开展“计量惠民生”科普宣传。本
次活动由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市市场监管局高新
区分局、市消保委共同组织开展，由市计量测试鉴
定所提供技术支持。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使用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
秤对群众随身携带的手机免费进行称重服务，加贴
重量标签，手机秒变“砝码”。当群众消费时，只需

将加贴克重标签的手机放到商家的电子秤上当场
测试，便可初步判断是否遭遇了缺斤少两的“黑心
秤”。这一举措让手机成为随手可得的“砝码”，提
升了消费者识假防诈和自我维权的便利性、适用
性，使计量工作更加贴近生活，深受现场市民的欢
迎。同时对违法商贩形成一定的威慑力，积极营造
社会共治共享的计量氛围。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区分局将围绕群众
关心的计量问题，持续推出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全
民计量维权意识，提升消费者识假防诈和自我维权
意识，同时对违法商贩形成威慑力，为广大消费者
营造良好的市场消费环境。

手机变砝码 计量惠民生

本报讯（记者 查嘉琪 摄影报道）6 月 12 日下
午，淮南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
门联合开展第四轮市级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集中
检查工作。

下午3时许，执法人员奔赴大通区检查了6家
电动自行车销售经营门店，查看是否存在销售不合
格、假冒伪劣、无合格证电动自行车及配件等违法
行为。执法人员表示将严厉查处经营者非法改装
和拆卸原厂配件、更换大功率蓄电池、拆除限速器
等关键组件行为。随后，执法人员还对电动自行车
经营户证照是否齐全、经营范围是否符合规范、是
否建立进销货台账等进行了重点检查。检查过程
中，执法人员积极向经营者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及电
动自行车最新行业标准，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要求电动自行车经营单位严格自查
自纠、完善进销货台账、杜绝改装加装行为。

新一轮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集中检查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