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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青白江五桂村

“樱桃梦”照进现实 村民又有了新的梦想

9月3日，成都市青白江区清泉镇五
桂村党群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五桂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兴友时，他正和村
委会副主任官久松谈论近期新栽种的一
批李子树。近期，村里正鼓励果农学习
邻村种植李子树的经验。

相比李子，五桂村更具特色的是樱
桃。去年，廖兴友和官久松在网络直播平
台“带货”卖樱桃，场面一度十分火爆。实
际上，自2016年村里举办樱桃采摘节以
来，不仅樱桃被纷至沓来的游客一抢而
光，土鸡、鸡蛋、豌豆、红薯等土特产也成了
香饽饽。今年1-8月，五桂村共接待游客
20万人次，村民总收入达200万余元。

当年，村民将自家的土地流转给商
家后外出务工；如今又纷纷返乡，因地制
宜发展产业，实现小康梦。

一个采摘节
烂在树上的樱桃

变成揣在村民兜里的钱

五桂村地处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的核心区域，依山傍水，绿植成林，算
得上一个“开门见景”的小山村。樱桃是
村里的特产。

2016 年，廖兴友辞去了城里的工
作，回到老家五桂村任村党委书记。在
走访村里15个村民小组后，他发现影响
樱桃收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五桂村种
植的樱桃皮薄，采摘期短，遇上刮风下
雨，大量樱桃便落地腐烂。同时，村里的
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在家的老人、妇女
无法把所有成熟的樱桃采摘销售。

“既然樱桃运不出去，那就让游客来
村里采摘。”这是廖兴友的第一个想法。

2016年4月，五桂村举办了首届樱桃采
摘节，吸引了来自成都周边的数万名游
客。“情况好了很多，但仍有一批樱桃烂
在树上。”廖兴友说，特别是 2020 年 4
月，因疫情防控需要，大规模的樱桃采摘
活动停办，只能采取限流方式，引导游客
有序进入采摘园，人流下降导致矛盾进
一步凸显。

曾在媒体工作多年的廖兴友意识
到，要使樱桃不烂在树上，必须借助网络
平台的力量。“直播带货！”他的想法得到
村民的支持。说干就干，他和官久松的

“二人组合”很快出现在网络直播平台。
半个月下来，全村樱桃销售达到10万元。

这几年，廖兴友想了不少办法提升
五桂村樱桃的知名度。直播带货除了取
得销售实效，还让更多成都人知道了五
桂樱桃。今年 4 月，五桂村樱桃供不应
求，村民实现收入17万元。

一处桃花源
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卫生评比树起新风貌

五桂村的“樱桃名片”发出去了，但

“

脏乱差”等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5 年前廖兴友刚回老家时，村里还

有几处土房子，路也不好，甚至还有露
天粪坑和猪圈，天气稍一热，刚走到附
近就能闻到一股恶臭味。他意识到除
了发展产业，环境治理也是个“烫手山
芋”。

如何才能让村民积极主动地去改善
环境？廖兴友和村干部想出了办法，在
五桂村的十来个大院落里，实行一月一
次的院落卫生评比，将成效明显的院落
进行公示并表彰，奖励院落居民生活日
用品。这一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张家巷有200多名村民，是人口最
多的院落，常常受到表彰。”廖兴友举例
说，4 年前，张家巷有个废弃的小广场，
如今已被改造成群众议事、跳广场舞的
优美文化广场了。院落白墙上还有好几
处涂鸦，都是村里专门请绘画人员来创
作的。

交通也有变化。3 年前，去往村里
五桂山山顶的路还很窄，现在路不仅拓
宽了，还在山脚和山顶建了两个停车
场。“上下山的车辆再也不用找地方错

车，从山脚开车到山顶只要15分钟。”廖
兴友翻出朋友圈，就在上个月的某天凌
晨，他在山顶拍到了雪山。

一碗旅游饭
因地制宜农旅融合
村民们有了更多梦想

如今的五桂村，更像成都近郊的一
处桃花源，城里的人空闲了，可随时驱车
到村子里赏花摘果。

五桂村樱桃的热销，其实也是整个
村子产业逐渐向好发展的一个缩影。除
了 3000 亩樱桃采摘基地，五桂村 12 组
张安华等7户村民还种植了上万斤优质
芹菜。

说到这里，廖兴友讲了一个小插
曲。去年 12 月，村里的芹菜严重滞销，
他和官久松不断接到村民的求助电话。
当天，村里就组织了 30 多名党员志愿
者、群众志愿者帮助收割，并积极帮助寻
找销售渠道。最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数
十吨芹菜被销售到了成都周边各地，解
决了村民的燃眉之急。

除了优质芹菜，村里还种植了芍药
100 余亩、李子 200 亩、柑橘 100 余亩、
杏1400亩。“3月赏樱桃花，4月摘樱桃，
5 月看芍药……”在廖兴友看来，这几
年，五桂村正走在农旅融合的路上，以花
为媒、以农造景、以景带旅，既增加了经
济收入，也美化了环境。

村里的变化，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
的村民回归。家住五桂村山顶的村民老
李，原来在外地开了个小卖铺，一个月收
入一两千元，现在回来搞餐饮，生意最好
时，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还能照顾
家人，一举两得。”

从农村变景区，五桂村村民吃上“旅
游饭”，得益于梦想照进现实的“樱桃
梦”。而现在，村民们又有了“芍药梦”

“李子梦”“葡萄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邹阿江

圆梦
系列报道

初秋时节的简阳市三星镇共和村，日
照依旧十分充足，从镇上前往共和村的路
上，随处可见大片绿油油的农作物……

9月10日，记者在共和村村口见到
了该村第一书记莫超，他指着不远处正
在修建中的金简仁快速路，充满憧憬地
说：“这条年底即将通车的路，将给共和
村带来独一无二的交通优势。接下来，
我们的许多项目规划将慢慢实现：发展
农旅产业；盘活村集体闲置宅基地，发展
网红经济；打造景观农业……”

实践乡村振兴
小村庄的农旅融合探索

“我是7月7日到共和村报到的，虽
然目前还处于熟悉情况的阶段，但从了
解到的项目和共和村的交通优势来看，
我对该村未来的发展很有信心！”站在共
和村党群服务中心内，莫超说：“为了实
现共和村的全面振兴，上一任驻村工作
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就是一棒接着一
棒干，继续做好未来的规划和工作。”

据悉，吸引投资打造农商文旅体相
结合的特色产业，是共和村的近期规划
之一。莫超说，这里既有交通优势，也有
生态优势。年底即将通车的金简仁快速

路和规划中的河东环线，将为共和村带
来巨大的发展潜力。2016年开始，共和
村通过吸引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村
企，流转农民土地，开始大面积种植柑橘
和桃子，这为规划中的以农业为基底发
展采摘项目打下了基础。“村里很多闲置
的丘陵地区可以开发成卡丁车等娱乐项
目，水库可打造水上项目。”莫超说。

巧用宅基地，发展网红经济，这是莫
超的又一设想：“去过很多地方调研、学
习后，我深知要发展乡村经济，仅依靠种
植业是不行的，共和村要走一条以农业
为主体、农旅融合的发展路径。村集体

闲置的宅基地，是否可以打造成民宿、咖
啡店发展网红经济？这是下一步值得思
考的地方。”

莫超畅想：“再过一两年，周边的市
民周末就可以来游玩了，体验采摘、玩耍
项目，或者亲近自然、放松休闲。”目前，
共和村的景观农业项目正在打造中，届
时将能看到成片的美景。

小村庄的大变化
农民增收道路畅通

朱书记曾是村里的支书，见证了共
和村近 20 年来的巨大变化。“以前通往

镇上的土泥路，如今变成了柏油路，路程
从步行 40 分钟缩短为驱车几分钟。最
近村里的卫生室翻新了，增加了很多设
备。今年村里有 5 个学生考上本科，前
些天村里才给他们发了奖励。”他说。

“2016 年退休后，我担任村土地增
减挂钩项目集中修建小区的物业管理
中心主任，帮助村民解决难题。近年
来，常听村民感叹，在帮扶政策的扶持
下，共和村的发展前景更好了。”朱书
记说。

在莫超的眼里，共和村未来的发展
之路更加具体，“不久后，简阳农商银行
会来村里增加便民服务措施，以后村民
办理小额贷款、信用卡更方便。通过发
展物流业增设快递代收点，让村里老百
姓也能像城里人一样，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生活便利。此外，
我们还在按要求动态监管128户脱贫户
的状态，真正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工作的衔接。”

说到自己最大的愿望，莫超说，希望
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和优秀人才，一
起建设共和村，让共和村的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这里的美被更多人知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杨澜 摄影报道

简阳共和村第一书记莫超：

金简仁快速路通车后 村子将驶入农旅融合“快车道”

金简仁快速路年底即将通车。

五桂村的樱桃采摘节，吸引不少人来摘樱桃。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