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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方自己
的院子，或繁花似锦，或简朴淡
雅。它无关大小，更不必在意奢
华，亲近自然，是生活留给人们
最优雅的诗。

陈保国、吕玉霞老两口是湛
河区河滨街道苗侯村的普通居
民，因为喜欢绿色、热爱生活，他
们用3年多时间，将自家的农家
小院打造成了一个微缩版的“大
自然”，推开窗户满眼绿，假山流
水鱼嬉戏。

“微缩版”的大自然

“一进他们家的院子，假山
流水、鸟语花香，心情顿时变得
舒畅！”昨天上午，苗侯村村民王
倩串门时，不禁感慨道。

小院门口，近一米高的三角
梅，片片绿叶衬托着鲜红花瓣，
格外养眼；葡萄架边，碗口大的
七彩月季花开正艳；小道一侧，
海棠花、茶花、茉莉花等花草高
低错落、郁郁葱葱。微风拂过，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清香，让人心
旷神怡。

最引人注目的是小院西侧
砌有假山的小池，池中种有睡
莲，池水清澈见底，各色锦鲤欢
快地游来游去。假山上满是一
些不知名的花草，还设计有凉
亭、小桥、垂钓的渔翁……

“这两块大石头是上水石，
是我们找人从山里挖来的，当时
租了吊车才把它们拉回来，没少
费劲。鱼是我们从市场上买回
来的，现在喂熟了。我早上给它
们喂食时还没走到跟前，它们就
成群结队地游过来……”吕玉霞
笑着说，她的两个孙子平时最爱
喂鱼了，6岁的大孙子还总模仿

鱼吃食的动作。

乐享田园好时光

今年56岁的吕玉霞爱干净，
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老
伴陈保国喜欢养花弄草。3年前
搬到这里后，两人便一起动手，自
己设计施工，砌水池花池、修整土
地、养花弄草……美化庭院所用
的不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种花
用的土及肥料是从外面收集好后
一包包、一袋袋背回来的。

陈保国有点不太爱说话，但
养花弄草方面，他是行家里手。
他用淘米水、洗菜水等浇花，用
水池里的鱼粪淤泥作肥料。他
还爱钻研园林花卉种植培育技
术，精心打理着家里的花花草
草。平时村里谁家种的花草出
了毛病，也爱向他请教。

老两口的两个儿子都已成
家，总想接他们到家中小住。可
老两口更喜欢生活在自己打造
的农家小院内。他们觉得，每天
一打开窗户，就能看到花花草
草、假山游鱼，比住在楼房里自
在。而且栽花种草既能美化环
境，又能锻炼身体。

美化防疫两不误

疫情期间，按照村里的要
求，老两口也很注意家庭防疫。
他们会用小喷壶一天两次对庭
院进行消杀，经常更换池水，及
时清理碎叶残枝。在院内的堂
屋门前，吕玉霞还买来一大块地
毯和塑料布铺在地上，喷上消毒
液做了一个小型消毒池。每天
家人回来后，先消毒再进屋。

在小院东侧的花池内，长势
茂盛、绿油油的大葱增添了些许
田园味道。

“别小看这些大葱，它们可
是有故事的。”该村党总支书记
吴铅说，吕玉霞是村里的党员，
老伴儿是志愿者，儿子媳妇也都
是党员。他们一家觉悟都很
高。疫情严重时期，他们一家不
仅从外地拉来一大车葱分给村
民，还捐了2000元钱用来买防疫
物资。

河滨街道工作人员黑丕说，
吕玉霞家是他们街道的“文明家
庭”，家庭和睦家风好，而且院内
环境优美，干净整洁，是他们村
里的“美丽庭院”示范户。

推开窗户满眼绿
假山流水鱼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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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一侧的假山鱼池

居室外鲜花盛开

居室内干净卫生
村民们空闲时都爱到吕玉霞家赏花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