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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着春天的脚步，走进四川广安，走进向往
已久的华蓥山。

华蓥山位于长江上游的嘉陵江边，在四川盆
地众多名山中，享有“川东第一雄”的美誉，山脉
延绵 300多公里，延伸至重庆。这里的自然风光
得天独厚，集红色文化和秀美风光于一体，宛如
一幅独特的山水画卷。

这是一座闪耀着红色历史光芒的大山。
行至山脚，一座女英雄雕像首先映入眼帘。

蓝天白云下，苍松翠柏间，红色雕像傲然耸立，一
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视前方，一对黑色的手枪斜
挎腰间，枪杆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凝神仰
望，一个熟悉而崇敬已久的名字瞬间从心底蹦
出：双枪老太婆！还是在孩提时代，她的故事就撞
击着我的心扉，她的形象就高矗在我的心间。

解放战争时期，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又
称“华蓥山游击队”，在华蓥山开展游击战，他们
抛头颅、洒热血，感天动地，与重庆渣滓洞、白公
馆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共同铸就了宝贵的红岩
精神。华蓥山女游击队员英勇善战，善使双枪，威
名远扬，成为革命文学作品《红岩》中双枪老太婆
的原型人物之一。这座雕塑，形象生动，展示了双
枪老太婆的英勇形象和坚定的革命信仰，是华蓥
山红色景区的一大亮点。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华蓥山有着光荣的革命
历史。华蓥山早在1927年就有中共地下党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曾派人在此开办纸厂供应

《新华日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曾是中
共华蓥山地下党领导的华蓥山游击队从事武装
斗争的根据地。华蓥山的每一寸热土，都铭刻了
革命先烈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壮烈事迹。

走进华蓥山游击队遗址，当年游击队的宿营
地、战壕、藏枪存粮的山洞等遗迹清晰可见，“阳
和之战”遗址、阳和碗厂遗址、界牌巧夺军车、瞭
望台、警戒哨遗址等，都在诉说着那段撼人心魄
的沧桑岁月和战火硝烟。在华蓥山，红色之光照
亮每一个山峦。苍松翠柏间，升腾着先烈们的英

魂。一条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仿佛是游击队
员“嘭嘭”跳动的脉搏，沿着蜿蜒的山谷，徐徐伸
向远方。

近年来，广安市和华蓥市两级政府部门，举
全力打造红色旅游景点。

华蓥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华蓥山游击队
宿营地内，纪念碑上镌刻着革命烈士的姓名和英
雄事迹，是缅怀先烈、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场所。

华蓥山起义主题雕塑，以华蓥山脉为背景，
队员们头顶苍天，目光坚毅，姿态挺拔，栩栩如
生，蔚为壮观，刻画了他们的不屈斗志，仿佛能听
见游击队员们的呐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川东
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华蓥山地区领导和发动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华蓥山起义，共有6
个支队，总计 2000 余人参加武装起义。此次起
义，通过抗丁、抗粮、抗捐和一系列的战斗，牵制
了国民党兵力出川，配合了解放战争的正面作
战，保证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胜利。

华蓥山起义纪念馆，展厅面积 800平方米，
陈列内容以1948年中共川东临委组织领导的华
蓥山起义为主题，以时间为线索，由7个部分组
成，突出了警示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狱中
八条’作为烈士们临终前给党留下的血泪嘱托，
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段话，书写在
正面展墙上，是展馆开展警示教育的灵魂所在。

华蓥山，它不仅仅是一座大山，更是一部活
生生的红色史书。在这里，每一座山峰都承载着
游击队员的足迹，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烈士的鲜
血。游走在华蓥山，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呼唤，感受
到红色精神的永恒力量。

华蓥山，不仅有着厚重的红色历史，还充满
了自然之美。游览完红色历史遗迹，随后登上华
蓥山主峰俯瞰，巍峨壮观，山峦叠嶂，云雾缭绕，
给人一种宏伟而神秘的感觉。有游人说：“或许当
年的革命战士，也曾在这里俯瞰过，对于他们来
说，这片山峰是他们坚定信仰的象征。”

华蓥市文广旅局负责同志这样概括华蓥山：

“以苍翠茂密的山林为环境基调，以秀丽的喀斯
特石林、溶洞为典型的景观代表，集秀峰怪石、天
坑溶洞、茂林修竹、华蓥山游击队遗迹于一体，自
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其景观特点可集中
概括为‘峰奇、石怪、山绿、谷幽’，并呈现出‘春
绿、夏荫、秋红、冬白’的四季变化。”

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走进幽深的景区，一个
个奇特的石林景观映入眼帘，它们是：嫦娥镜湖、
生命之门、千佛云游、华蓥山崖、石破天惊等，大
小百余个，惟妙惟肖，风格迥异。漂亮的石林是华
蓥山国家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除此之外，还有
溶洞、天坑、峡谷等地貌景观，是四川盆地内少见
的喀斯特景观。

在石林景观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夫妻
石”。大自然可谓鬼斧神工，雕刻成的石像高耸，
形同一对夫妻相向而立，唇瓣轻触，眉目传情，情
意绵绵，一吻千年。这是景区众多岩石景观中最
受欢迎的一个。观赏“夫妻石”，让人联想到梁山
伯与祝英台浪漫至极的爱情故事。也有人说，看
到“夫妻石”，就联想起《红岩》小说，书中描写的
地下党员江姐，当年在华蓥山出生入死，不仅信
仰崇高，而且对爱情忠贞不渝，这段红色佳话，如
同“夫妻石”，永远定格在华蓥山。

走进华蓥山天意谷景区，放眼望去，清泉遍
布，水流潺潺，跌宕起伏。置身其中，既能感受到
瀑布的清凉，也能感受到瀑布的气势。这里也是
华蓥山游击队根据地之一。

据讲解员介绍，华蓥山森林覆盖率 95%以
上。茂密的森林，幽静的溪流，清澈的湖泊，构成
了华蓥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享有“天然氧吧”
的美誉，使得华蓥山具有了红色文化和旅游避暑
的双重吸引力。

广安市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对华蓥山进行整体
开发，华蓥山奏响了“红”“绿”和鸣的时代交响曲。

他们以华蓥山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为依托，运
用绿色生态理念，打造既有地域文化特色，又富
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红岩路。红岩路以红岩精神为

主题，以生态为基底，道路景观主要讲述狱中斗
争和华蓥山武装起义故事为主，通过浮雕、雕塑、
文字、小品等形式打造镜像历史，形成一条红岩
文化记忆长廊。

广安市着眼生态广安，对山地竹林进行改造
提升，在华蓥山建成26公里翠竹长廊风景线。长
廊以华蓥山广阔的白夹竹林为背景，栽植白夹
竹、紫竹、琴丝竹、杜鹃等竹苗、花卉50万余株，
打造了“七彩竹林”“竹韵平安”“竹石成趣”“竹树
相印”“竹烟波月”等景观节点，并将石林景区、黑
龙峡漂流、华蓥山游击队遗址等景点有机串联在
一起。走进竹林深处，清新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
微风拂过，竹叶舞动，一阵悦耳的沙沙声，宛如一
支悠扬的乐曲，鸣奏着红色记忆的英雄乐章。
2021年6月，这条长廊被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认
定为第二批四川省翠竹长廊。

2023年7月，一年一度的华蓥山旅游文化节
拉开序幕，帐篷音乐节、达人打卡、太极瑜伽、徒
步华蓥山、红色文化深度游等系列文化旅游活动
持续展开。

2024年“五一”假期，位于华蓥市的华蓥山起
义纪念馆、毕占云将军生平展陈等10余处红色
旅游景区车水马龙，游客络绎不绝。红色旅游与
乡村旅游同时发力，“百万玫瑰·成长田园”的玫
瑰梦幻花海，以及禄市镇延绵数百米的蔷薇花
廊，全线绽放，生机盎然，大批游客兴致勃勃地前
往“打卡”拍照。“五一”期间，华蓥市累计接待游
客近15万人次。

一位游客十分感叹：来到华蓥山，清晨，你可
以在这里邂逅山间的云海日出，看薄雾升腾，看
黛色山峦；白天，你可以去打卡各种神奇的石林
景观，探访红色文化遗址；夜晚，你可以住进帐篷
仰望星空，和好友把酒言欢。

华蓥山，每一座山峦，都闪耀着红色之光，都
是对英烈们的深切纪念；每一处红色遗迹，都因
绿色而更加鲜亮，更加耀眼。

“红”与“绿”和鸣，华蓥山魅力无限。

父亲这一生，用辛勤和认真对待每一寸
地。曾经，从父亲的地里长出来的每一棵菜，
都是他改变家境的希望。而今，它们中的每一
棵，都饱含了他对儿女浓浓的爱。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们村以种菜、卖
菜为生的那户人家造起了二层砖瓦楼。父亲
和母亲一合计，把我家四口人的地拿出一半，
也开始种菜。后来，种菜的越来越多，蔬菜就
卖不出好价钱了。

种菜没挣到钱，菜地又改回粮田，父亲只
得跟随打工潮挤上了去往沿海城市的绿皮火
车。父亲在嘉兴、无锡、上海间辛苦辗转了一
大圈，依然没挣到钱。那年春节，父亲回家过
年，听说生姜产量高，价格还不低，父亲不走
了，谋划大面积种生姜。父亲坐大客车从乡场
转县城，县城转省城，省城再转县城，县城又
转乡场，最后步行，父亲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才
从同省城的另一个县买到产量高的姜种。大
年三十刚过，村上家家户户都还沉浸在过年
的悠闲里时，父亲已抡起锄头平整生姜地。父
亲用锄头把大块的土拍碎，有水分重拍不散
的，父亲就一锄一锄把它们挖成小块。

父亲种的姜很快冒出了碧绿的芽儿。到

五月份，生姜地成了一片绿的波涛。生姜丰收
了，接下来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它们卖出去，卖
个好价钱。每天，天不见亮，父亲和母亲分头
行动，母亲用大背篓背了七、八十斤生姜去赶
乡场，父亲则用他的自行车驮一百多斤去县
城，有时也去赶临近几个大乡的集。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的县道、乡道还不是柏油路或水泥
路，雨稍大一些，土路便一片泥泞。雨天，父亲
几乎只能把自行车推着走。几十里的路，父亲
吃了不知多少苦。

一季生姜能给我家带来三、四千元的收
入。除了日常开销，父亲攒够了我和妹妹读书
的费用。我俩还算争气，先后考上了大学。如
今，我和妹妹都在省城有了工作，又买了房。
为了给我们带小孩，父亲和母亲不种菜了，他
们把老家的地都送给了亲戚耕种。虽然远离
了土地，但父亲种菜的热情却丝毫不减。早些
年，父亲和母亲在我这边带孩子，父亲把小区
里别人扔的废旧水盆、花盆、塑料箱都收集起
来，又去临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带回一些土，居
然在小区里人迹少至的角落像模像样地种起
了“盆盆菜”。每隔几天，父亲就坐公交车给妹
妹家送去一些菜。后来，父亲的“盆盆菜”之规

模越来越大，引得小区的老年人纷纷仿效，终
被其他业主投诉了，物业公司出面紧急叫停
了父亲。事后，父亲一直为这事儿感到遗憾
——“这下，吃菜不方便了！那些角落，空着也
是空着，简直浪费啊……”父亲珍惜每一寸
土，那是一个老农民骨子里对土地的眷恋。

近两年，父亲和母亲在妹妹那边带小侄
女。所幸妹妹家住顶楼，屋顶被父亲改造成了
一块面积不算小的菜园。父亲的菜园一年四
季蔬菜不断。春天，两排韭菜绿油油的，接力
冬天葱的水灵；夏天，很矮的辣椒枝上竟能吊
出个头挺大的青椒，南瓜、黄瓜在竹架上一个
劲儿往高处爬……隔三岔五地，父亲会坐一
个小时的公交车给我家送来他种的菜——就
跟他几年前奔波着给妹妹家送菜一样。父亲
有我家的钥匙，每次送菜，他都不会提前打电
话，他不愿影响我们上班。每一次，父亲总是
放下菜就走了，他还得掐算着上幼儿园的小
侄女的放学时间往回赶。

父亲这一生啊，在卖菜、种菜、送菜间忙
碌奔波。父亲种的菜，就算只是用白水煮着吃
也是极鲜美的，那菜里有父亲多年来在困境
中的努力，更有他对我们深深的爱。

农历五月，碧蓝天色宛如打开的蛋清，柔柔
地流动。

在五月的天色里，我对大地凝视。
婆娑荷叶在清池里摇曳，它是植物王国里

的翩翩君子。齐刷刷如一把筷子竖立的稻苗，伸
向天空面对五月的阳光，稻田的心，开始萌芽秋
天收获的梦。

在五月里，有一个从古代河流里一直流淌
到今天的节日——端午，它如艾叶一样，在我的
生命里散发着淡淡清香。

1981年6月，那年我12岁。“娃，我给你和妹
妹包粽子吃。”端午来临的前两天，我妈大声说。
那天她把生产队里的水牛牵回家系在门前的树
上，我在树下做作业。她利索地进了屋，捣腾着
屋里的米罐。米罐，却已空空的。她随即转身说：

“娃，我去你婶婶家借糯米做粽子。”我妈风风火
火迈开脚步，腿肚子上还沾满田里的稀泥。

在去婶婶家的山坳边，妈一个趔趄，身子往
前一扑，滚下了山崖。后来，是婶婶一家人用担
架抬上我妈，去了十多里外的公社医院。我妈腿
摔断了要动手术，她痛得龇牙咧嘴，却大声喊着
要回家。

我跌跌撞撞赶往医院，抱住我妈哭。妈连声
说，娃娃别哭、别哭，端午节要吃上粽子哦。

婶婶按照我妈在医院的叮嘱，端午节那
天来到我家，给我们一家人蒸上了香喷喷的
粽子……

“你看，谁来了啊？”县城中学的寝室，一个

姓高的同学在门外大声唤我。
那是高三那年初夏的中午，我没午睡，正

在为一个月后的高考做最后冲刺。我在江边
发过誓，发誓要离开那个穷山沟，考上大学，
住上楼房。

我抬头一看，那不是妈吗？她挎着一个竹
篮，竹篮上搭着一张白帕子。

“妈，您怎么来了啊？”我有些难为情地搂住
她。“哎呀，娃，今天是端午节，妈给你送粽子来
了，让寝室里的同学们都尝尝。”60多里路啊，从
乡下到县城，坐车又乘船，妈就是为了给我送这
一篮粽子。

那天，我妈临走前，颤抖着拿出一个打结的
手帕，一层一层解开，塞给我16元钱，连声叮嘱：

“娃，要考试了，在学校多吃肉啊……”
我目送我妈矮小的身影慢慢穿过校园林

荫。走了好远，妈还在回头向我挥手，我却看不
清她了，我已是泪眼模糊。一个月后，我参加高
考，落榜了……

江面上鼓声震天，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在
波涛汹涌中奋力向前。岸边的人山人海中，我和杨
相拥着看县城江面上的龙舟大赛。那是1992年端
午节，我23岁，在《星星诗刊》上已发表了3首小诗，
同时我还是小镇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干部。

那年端午，是我人生中一个诗意的节日。端
午节，县城的城门，正式朝我打开。那天，我第一
次去了杨的家。此前的日子，我和杨爱得辛苦，
像疲倦飞奔的鸟，一直没有落脚的树桠。而那年

端午节，一直阻挠我们来往的杨的母亲对女儿
说了一句话：“让他来家一起过端午吧！”那天，
我在杨的家里吃着粽子。吃着吃着，我走到窗
边，望着车水马龙的县城大街，流下了幸福的泪
……

雷电霹雳，大雨倾盆。我和一群诗人来到了
湖北秭归县城，那是屈原的故乡，一个古典的小
城，在长江北岸卧牛山下，四周城墙环绕，形似
一个倾斜的葫芦，所以也有“葫芦城”之称。我和
一群诗人，在波浪滚滚的长江边朗诵着诗歌，泼
酒于江面，祭奠诗人屈原。这是1999年端午节，
我和一群诗人决定在端午节去屈原的故乡看一
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
悲愤的千年《离骚》，在大雨声中奔腾……

记忆中还有一个端午节，一群人在山庄大
院里深深鞠躬，为数万亡灵祈祷安魂。这是2008
年端午节召开的一个诗歌研讨会。由一个文友
提议。对一个月前那次天崩地裂中逝去的亡灵
进行悼念，他们曾经是我的四川老乡。端午那
天，我们集体眺望汶川……

“侄儿啊，你虽没有写出《红楼梦》，我活着
能看到你写的书，也够了！”这是2014年的端午
节，我回乡时把新出版的小书送给82岁的堂叔。
他呷了一口老酒，对我这样赞扬。

“老头儿，你回来吃粽子吧。”这是2023年端
午节，妈妈把自己做的粽子端上了桌，喃喃呼唤
着已离世2年多的爸爸。那年秋天，爸爸隐入了
尘烟，他在云层里凝望着人间热气腾腾的端午。

情洒烟霞
□ 陈琳琳（达州）

这是我第一次去烟霞山，甚至是第
一次听说它。初次听闻，毫无疑问，我跟
所有人一样，被这仙气缭绕的名字深深
吸引了。

出发去烟霞山已是下午，汽车一路
疾驰，那一股股和煦的春风带着丝丝暖
意蹿进了车厢，顿时撩去浓浓的睡意。
窗外柳梢微绿，长梦未断的太阳从云层
里悄悄踱步而出，将整片天空渲染得更
加清晰明亮了。抬眼望去，明朗的天幕
下，那金黄的油菜花开得绚丽恣意，这
大片的金黄，是严冬过后最能撩拨人们
向春而行的生机和活力。那醉人的花香
裹挟着泥土的香味，不经意间溜进鼻
腔，如梦似幻。汽车穿过热闹繁华的乡
镇，渐行渐远。不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
条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汽车沿山路频
频拐弯，上下波动，虽隔着玻璃依然能
将美景尽收眼底，我打起十二分精神，
生怕漏掉一处。这是一条风景如画的大
自然长廊，它是连接着人与自然的瑰
宝，而幸运的是，我竟然置身于这一幅
壮美的画卷之中。

汽车行至万源市曾家乡后，视野瞬
间开阔了。环顾四周，那如浪的雾岚，如
波的峰峦，争先恐后涌入眼眸，根本看不
过来……随后，我们沿着小路来到了曾
家乡覃家坝村古柏大院，这是一座古老
的四合院，院子坐落在山脚的高台之上，
据说院子的主人是明朝末年从陕西移居
到这里的。在院子的右侧，整整齐齐地站
立着十几棵古柏树。这些古柏树平均树
龄在 300 年左右，最边上的那棵四胞连
根的古柏树竟然已有 800 多年了。它们
像哨兵一般守护着这座古老的院落，院
前院后都整齐地堆码着柴火。走进古柏
大院，整个院子都呈现出古朴的风韵，在
充满古色古香韵味的院子里，每一扇雕
花窗户都是一幅古老的画卷。初次望去，
它不仅装饰着古老精巧的窗子，更有着
独特的景致。我安静地伫立在这大院的
檐角下，闭上双眼，感受这独特的庭院深
深。这一扇扇古朴的窗户，仿佛就是通往
一千多年前的时光隧道，让人不禁心生
遐想。

晚上住在吊脚楼里，山中的夜晚万
籁俱寂，偶尔几声犬吠或人声，足以让
人感受到乡村之夜的静谧与闲适。这一
夜，我睡在大巴山腹地烟霞山的怀抱
里，睡得好沉好香，身体与灵魂同时听
着飞尘的声音，时间流逝的声音，还有
梦的声音……好似聆听着一曲美妙动
听的乐章，在这宁静的夜晚，我重新定
义自己，沉净自己，鞭策自己，莫负时
光，莫负自己。

翌日，天刚麻麻亮，就被农家的鸡鸣
声唤醒了，在清晨模糊而脆弱的困倦中，
高亢而洪亮的声音从窗外响起，和着远
处别人家的鸡叫声，一声接着一声……
我惺惺松松地起了床，带着睡意推开门，
轻轻走到院子里，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
而来，空气里夹杂着院子里泥土的芬芳
和山里花草的清香；我闭上朦胧的睡眼，
张开双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整个
乡村的美好都被我吸进了身体。远处的
鸟儿在茂密的树林里叽叽喳喳，好像演
唱着一曲清晨的歌曲，又像在唤醒睡梦
中的人们，告诉人们该起床干活啦。7点
半，早饭好了，我们端着碗在院子里边吃
早饭边交流攀谈。此刻的光景犹如一位
悠闲的诗人，用淳朴的辞藻描绘着乡村
的闲适与和谐。

8点左右，我们出发了。灰蒙蒙的天
空下起雨来，淅淅沥沥，我们从车上取下
雨伞，两人一组在弯弯曲曲的古道上走
得小心翼翼。来到了久负盛名的“梵音
洞”，据介绍：这是覃大仙庙门，覃大仙，
本名覃意，原本是一介书生，他满腹经
纶，曾高中皇榜；相传因为考官错将“覃”
念成了“谭”，自以为名落孙山，因此愤然
出家在此处修行……

我被这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吸引
了，瞧着眼前这矮小狭窄的门洞，大家都
很好奇，要如何才能过去呢？同行者告诉
我们，只有低头蹲身才能通过梵音洞。于
是大家随着他一起穿越了洞口。梵音洞
的另一边别有一番洞天，雨蒙蒙的烟霞
山在我的眼中是虚无缥缈若隐若现的。
接下来大家竞相爬进这个凹陷于山体的
石穴，亲自体会一番“三千界，八百程”的
豁然开朗。我们此时正与山对话，这种投
入自然的怀抱，爬山寻道，感受风雨，什
么可想，什么也不可想的感觉，真是不亦
乐乎。

浅浅一眼，轻轻别离，总感觉我对它
认识尚浅，过眼云烟。我总想着要怎么才
能将它看得明白，悟得透彻。哦，原来是
我修为不够，烟霞山，下次我还可以再来
吗？

“红”“绿”和鸣华蓥山
□ 刘裕国（成都）

端午的目光
□ 李晓（重庆）

菜里奔波
□ 宋扬（成都）

香气四溢的乡村
□ 何一东（成都）

此时，我置身于成都天府新区正兴街道钓鱼
嘴社区蓝花楹农场，这里青草的香味、果树的香
味、野花的香味、田野的香味，让我分外陶醉。

而除了大自然的香味，我还嗅到了人间烟火的
香味，这里的美食邻里节活动已准备就绪，众多村
民、游客翘首以盼。只见钓鱼嘴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
张陶笑容满面点燃了炉灶，火苗升腾，活动正式开
始。从大酒店受邀而来的大厨信心满满，动作娴熟地
制作硬菜——“茴香肉丁基围虾”，众人目不转睛欣
赏美食“涅槃重生”的过程。不一会，一盘散发着茴
香、肉香和虾香的佳肴，就端在了大家面前，令人口
舌生津。我尝了一个大虾，入口咀嚼，外酥里嫩，清香
而不腻。美食，真的是一大人生享受也。

时已正午，阳光越发炽烈，蓝花楹农场到处
洋溢着欢声笑语，院中的若干圆桌上已排放着一
盘盘佳肴：蒜苗回锅肉、香村仔姜蛙、凉拌土鸡、
凉拌鲫鱼、水煮脆蟮、麻婆豆腐等等，香气扑鼻。
一场乡村盛宴，即将开始，众人皆摩拳擦掌，准备
大快朵颐。我望着农场外春意盎然的田野，思绪
万千：如今的乡村，早已旧貌换新颜。乡村振兴，
城乡一体化，都不再是梦想，而是实实在在体现
在乡村的每家每户、一草一木。我从村民的一张
张发自内心的笑脸上，看到了答案。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钓鱼嘴社区党委书记张
陶年富力强，很有闯劲与干劲，他带领社区领导
班子，深入田间地头，为村民们的脱贫致富出谋
划策、排忧解难，办了很多实事。他说：“说一千道
一万，有做实事不搞虚头巴脑的社区领导，我们
的荷包才有钱，日子才能过得滋润。否则，说得比
唱的好听，也是‘三加二减五——等于零’。”

乐滋滋地吃罢美食，热情的东道主又邀我们
前往“宽与窄咖啡小院”喝下午茶。我心里颇疑
惑：人烟稀少的乡村还有咖啡店？小车在乡村小
公路转了几个圈，我的眼前出现一座掩映在茂林
修竹、花朵盛开的中式园林小院，青瓦白墙、红砖
木门，令人心生欢喜。跨进小院，几只正觅食的画
眉鸟扑腾一下飞上树枝，而胆大的两只斑鸠却昂
着头，不惊不诧，闲庭信步。

一位个子不高、模样清秀的中年女子微笑着迎上
来，她就是咖啡店的老板张朝秀。她笑道：“欢迎成都
来的作家，请你们去后面花园就座，好好休息一下。”

来到后院花园，我眼前一亮，这里盛开着各
色鲜花，植物上面悬挂着无数个红色小灯笼，喜
气盈盈。真可谓“微风时与耳边语，花动藩篱一院
香”。一些树上挂着颜色鲜艳的横幅，写着：“陪你
去热爱这个世界”“看日出日落，看云卷云舒”“人
间清醒，难得糊涂”，令人会心一笑。

我们坐在小桌边，品着香浓的咖啡，望着美
丽的风景，几位女作家赞叹不已，说这个小院太
巴适了，今后要常来。当地一位作家告诉我们，张
朝秀以前在外打工，后来父亲病重，她回来尽孝。
看到家乡喜人的变化，决定留下来发展。如今这
里已成网红打卡地，拥有数十万粉丝。张朝秀被
成都市、天府新区有关部门授予“成都市返乡入
乡创业明星”以及“美丽庭院3星”示范户。

我们一边听着，一边感动着。从一个基层社
区的发展、一家咖啡店的诞生，看到了乡村振兴
的希望与硕果。作为写作者，我们也乐意为乡村
振兴的壮美画卷，绘上多姿多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