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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谷声中日又斜，石桥流水两三家。乡村

春色无人管，开尽棠梨几树花。”近日，春光正

好，区融媒体中心组织通讯员采风活动走进古

南街道花坝村，我们欣然同往。

花坝村处于城乡结合部，过去道路狭窄，管

理落后，矛盾纠纷、治安问题频频出现，是大家

眼中的“花霸村”。近些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下，花坝村因地制宜引进、培育产业业主，

大力发展鲜果采摘、蜜蜂养殖、水稻种植等特色

产业，打造了集瓜果采摘、餐饮民宿、乡村旅游

为一体的农旅融合特色项目鹅凼田园综合体。

村子的产业兴旺了，池塘波光粼粼，梯田如镜，

倒映着蓝天白云；村子的道路变宽了，两车道不

仅畅通了出行环境，也带动了产业的发展；村子

的“颜值”提高了，白墙青瓦，屋舍俨然，村容整

洁，有花有坝，有鱼有虾，有瓜有果。花坝村，成

为綦江人“回得去的故乡”，吸引了许多市民到

此休闲娱乐。我们，也是被这里的鲜美花果、良

田美池、阡陌交通吸引而来的。

花坝村，当然少不了花。用秦观的一句词

来形容，“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桃花、李

花恣意地开在房前屋后，红红白白的花枝有的

招摇在碧蓝的空中，像是朵朵彩色的云；有的横

斜在青瓦上，和袅袅升腾的青白色炊烟一起，在

微风里轻轻摇曳，像一阙隽婉的小令，又像心里

升起的缕缕乡愁。菜园里的豌豆藤蔓一边开着

白色的花，一边结着碧绿的荚。一些人家的庭

院还种着泡桐树，枝上花团锦簇，紫的、白的，给

人一种浪漫梦幻的感觉。走在石板路上，田埂

间不知名的各色小花不时闯入眼帘。它们仿佛

柔柔地在向你打招呼：“别看我小如米粒，也在

尽力学着牡丹绽放哦。”

春色无边，是花坝村的特点。随便占据一

个高地，纵目远眺，无边的春色便铺展在面前，

如巨幅的彩色画卷，一方方，一畦畦，色彩各异

而又浑然一体。白色的大棚，翡翠般的鲜嫩蔬

菜，清澈碧绿的水田陂塘，新翻耕的黄色土地，

田间地头穿着各色春衫躬身劳作的农人，田野

里奔跑着放风筝的孩子，院坝喝茶聊天的游客

……构成一幅灵动的画。漫步画中，呼吸着乡

野特有的清新甜润的空气，和风撩动你的发丝，

亲吻着你的脸颊，你在欣赏山野风景的同时，看

风景的人说不定正对着你和无边的春色摁下镜

头。你成了画中人，成了画的一部分。

乡村春色无人管，花坝的春色是有人管

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着党支部”。一个

村的发展与一支“肯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党

员干部队伍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以“头雁效应”

激发“群雁活力”，花坝村党支部通过做好一件

件惠民实事，推进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乡村产业

发展，带领村民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党员

干部和村民们一起统管着花坝村的无边春色，

让野性的春色变得恬静、芬芳，而又充满趣味。

花坝村，褪去落后的背景色后，蜕变为树绕

村庄，水满陂塘，遍野花开，四季瓜果的俏模

样。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

来乡村旅游的人们乐不思归。

花坝村的春色，其实也是中国许许多多乡

村的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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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开心自在地放飞风筝。通讯员 杨松 摄

满载游客的“小火车”从桃花林中穿过。特约通讯员 陶涵 摄

香甜诱人的草莓吸引游客前来采摘。特约通讯员 陈再华 摄

民居坝上花开。特约通讯员 吴先勇 摄

村庄静怡，鸭群三两。特约通讯员 张绍国 摄

梨花争相开放。特约通讯员 张绍国 摄 青瓦白墙，屋舍俨然。特约通讯员 陈再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