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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飞机来喽！”11月25日下
午，在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云华社区空
港花田附近的云华别院，市民徐莉正带
着家人来此晒太阳品美食看飞机。

从居住在自己的社区，到去他人
的社区游玩，双流的社区正变得更有
吸引力。厚重悠久的人文内涵、舒适
宜人的生态景观、市井烟火的生活百
态……社区是点，道路为线，串联起一
条条别开生面的社区游线。

在今年9月开展的“‘爱成都·迎大
运’社区共建共治共享行动‘最美’系列
验收评选活动”中，成都评选出10条“最
美社区游线”，双流区“空港花田新地标
之旅”便是其一。“这里正上演着农商文
旅融合发展、城乡居民幸福起飞的‘囍’
事，成为汇聚城乡人气、促进产业兴旺
的打卡好去处。”双流区委社治委副主
任（主持工作）赵晓蓉这样介绍。

这条社区游线是一条有着昔日深
厚历史和今日乡趣悠然的大美乡村之
路。蚕丛故里的石雕刻画了古蜀文化
的深厚底蕴，空港花田领略飞机划过头
顶的浪漫，星空营地乡野民宿享受繁星
相伴……空港花田位于牧马山麓，曾是
诸葛亮屯兵之地，集古蜀文化、汉文化、

从居民幸福“起飞”的花田“囍”事说起

空港双流社区游“串珠成链”

近日，成都市第四批社区美空间正
式“官宣”，郫都区德源街道东林村田园
美学空间位列其中。田园美学空间顾名
思义“长”在田里，不过不是一个而是一
组，包括了袁隆平杂交水稻科学园、途远
民宿和弥远咖啡，最近又添了一位新“伙
伴”——见稻田园餐厅。自国庆假期开
业以来，已有5对情侣在此求婚成功，门
口两颗高大的天竺桂成了他们甜蜜爱情
的见证者。小乡村大变化——半年前，
这里还是平淡无奇的农家小院，华丽蝶
变所经历的不只是一次“微更新”，更是
由外而内的“脱胎换骨”。

2018 年是东林艺术村历史上的
“分水岭”。过去，村里的风貌和其他
川西林盘没什么两样。但随着周家院
子、薛家院子、刘家院子、向家院子等
整体拆迁，共计28.64亩宅基地的40年
使用权入市拍租，打开了东林村的“网
红”之门。按照林盘原貌，原址上建起
了“东林汇”“东林里”两处新院落，杂
交水稻研发中心、杂交水稻展览馆、院
士工坊、会议中心等坐落其中。超级
IP袁隆平杂交水稻科学园就此诞生。

今年春节前后，东林汇、东林里及
相邻的向家院子林盘分别植入了途远
民宿、弥远咖啡、翕鼎食府等多元场
景，它们连同“散落”的17件（组）艺术
装置和800余亩大田景观，共同构成了
今天的东林艺术村，为游客提供吃、
购、游、住等为一体的多样服务。

东林汇和东林里的成功只是东林
村脱胎巨变的“起手式”，今年又先后
有200余户村民加入“拆小院并大院”
计划，共腾出了近90亩集体建设用地

三国文化于一身。云华社区以建设云
华新村为抓手，通过社区发展治理+
乡村振兴两轮驱动、社区+景区两区
联动，将社区头顶起降的飞机作为特
色旅游资源，把人文村落和绿水青山
转化为文化价值、旅游价值、经济价
值，吸引百万游客与飞机近距离打卡
同时也望山见水忆乡愁。

进入空港花田主景区，映入眼
帘的就是一万三千亩以“自然生态
本底+熊猫农业景观+健康绿道风

光”方式打造的农业大地景观。花
田内，游客沿着空港绿道漫步，看飞
机、拍飞机，与飞机亲密互动。目
前，绿道在景区内总长度达29公里，

不仅满足了周边居民徒步健身需求，
景区还会举办微型马拉松、健步跑等
活动。

逛完景区，游客还可来到附近美
食聚集的白塔社区。绿水青山与粉墙
黛瓦的民居交相辉映，这里是经过幸
福美丽新村建设后的瞿上新村。新村
对面坐落着农耕文化特色的民宿酒
店，将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休闲体验
完美融合。近年来，白塔社区推动党
建链接群众、生态链接价值、产业链接
村民、发展链接治理、文化链接生活

“五链融合”，实现乡村变社区、社区变
公园、村民变市民三大转变，社区居民
家家有股金分红。

“空港花田新地标之旅”将空港绿
道、川西林盘、民宿农庄、特色美食串
点成线。“社区游，正成为一种与景区
游、城市游、乡村游并行或相融的新业
态。”双流区委社治委副主任（主持工
作）赵晓蓉表示，双流将继续以有代表
性的社区串联为游线，提供深入了解
天府文化的机会，以社区为窗口，创新
性地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新体验。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李思佳
双流区委社治委供图

拆小院并大院 农家院子变身“求婚福地”

（宅基地）。与东林汇仅隔一条马路
的周朝彬一家便是 200 余户之一。
此前，单家独户的他一直处于“落单”
状态。

周朝彬夫妇均已过了花甲之
年，子女在外工作难得回家一回。
看到邻居纷纷乔迁新居，住进了乡
村小别墅，夫妻俩对自家那栋 20 多
年的老房子也有“想法”。“有一天，
他来村委会找我，提出也想参加‘拆
小院并大院’。他家独门独院，整个
面积只有 300 多平米，处于落单状
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林盘院落。”
东林村党委书记王德一告诉记者：

“经过村两委班子集体商议，我们还
是答应了周朝彬的意愿。他家距东

林艺术村入口不远，是村子的‘门面
’；另外，他家距离其他场景非常近，
可以抱团发展，规划得当有助于丰
富东林艺术村的业态。”

虽然占地面积不成“气候”，但好
在口岸好，因此这块土地东林村一开
始就打定了“不上市，用来做场景”的
主意。“分到新房的周朝彬搬进了兴
东园小区。他留下的老房子，我们以
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名义招来了
个体合伙人——杨洋。她在餐饮运
营方面颇有经验。”王德一表示。

今年 5 月，杨洋团队开始照图
施工，老房子二层小楼的主体架构
保留，往日斑驳的墙体一点点褪去，
网红气息的白色“皮肤”一点点穿

上。原本平淡的农家小院变得小清
新起来，重铺上草坪，并“切割”出多
个微场景，摆上了文艺范儿的椅凳和
茶具，关起门来就是闹中取静的“小
花园”。虽然房子主题架构没动，但
内部陈设已经完全变样，每个房间的
功能布局和装修风格主题各异，一个
个房间就是一个个美空间，还新加装
了阳台。

负责运营的合伙人杨洋告诉记者：
“我们主营西餐、烧烤、沙拉、意大利面
和小火锅等简餐。虽然地方不大，但很
温馨。独门独院且相对安静的环境吸
引不少情侣来此打卡，开业以来至少5
对情侣在此求婚成功。另外，还有些公
司团建活动也来这儿办。”

周朝彬家的老屋以“见稻”的名义焕
发光彩，成为东林艺术村又一打卡点。
同时，见稻田园餐厅还为东林村村民提
供了就业岗位，目前餐厅的员工全部是
附近的村民。

德源街道农村区域处在城市边界
之外，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与成都
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只隔了一条桤木
河，由此成为了功能区的配套空间、白
领们理想的“后花园”。“进则繁华都市
退则静谧田园”就是德源乡村的写
照。随着社区美空间、消费新场景不
断“上新”，其吸引力还在不断提升，逐
渐成为越来越多成都人心仪的近郊游
目的地。

不远的将来，德源街道将涌现出
更多的“网红”打卡点，让美好生活变
得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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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中的“见稻”。

市民们纷纷在空港花田拍照打卡。

整洁的白塔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