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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同花，求解融合新路

4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炜

张艳玲 窦悦恒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一路风雨兼程，在波澜壮阔
的历史进程中，总有一些故事被人铭记。1980年6月
18 日发生的“向阳摘牌”应该算一件。这一天，四川
省广汉市向阳公社顶着巨大压力在全国第一个摘下
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恢复了乡级人民政府建制，成就
了向阳“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美名。

自此之后，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广汉市向阳镇
在时代的浪潮里搏击，抓住了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机
遇，挺过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披荆斩棘，起起伏
伏，历经磨炼成长为成都平原上名副其实的工业强
镇，民营经济活跃，规模以上工业年总产值超 100 亿
元，年上缴利税超过 1 亿元。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之际，我们再将目光聚焦当年的改革先锋向阳，在为
其取得的工业成绩喝彩的同时，我们更想一探其现
代农业的发展态势、广袤乡村的发展变迁和广大农
民的生活变化。

向阳镇同花社区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观察样
本。这个涉农社区离向阳场镇约5公里，面积5.55平

方公里，除 400多个场镇居民外，1000余户村民组成
的一个个林盘院落，星罗棋布于农田阡陌之中，大部
分仍保留着成都平原传统村落的形态。

8月下旬，太阳炙烤着成都平原。记者在高温酷
热中走进同花社区蹲点采访，从村民的讲述中，一个
独属于同花的逐梦章节渐渐清晰……

致富能手，泛黄奖状中的旧时光

在正式蹲点同花社区之前，记者专门去了趟向
阳镇农村改革陈列馆。这个位于向阳镇政府楼上的
陈列馆不大，却用心收集了诸多第一手的文档资料、
亲历者讲述的影像资料。如同穿越了时空一般，那
个特殊时期四川及广汉以极大的政治勇气酝酿“向
阳摘牌”的前前后后在眼前浮现。

据亲历者回忆，摘下“人民公社”牌子后，向阳以
农工商联合公司作为乡的经济组织，把生产队改为
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生产合作社。在这种改革创
新精神的指引下，广汉农村的体制改革也随之由浅
入深，由单项的、局部的改革，发展成为综合的、比较
协调配套的改革。1982 年，广汉县委召开农村劳动
致富经验交流会，大张旗鼓地表彰了劳动致富的先
进乡、村、社和典型户，农民生产搞得热火朝天。

巧合的是，记者到同花社区的第一天，就见到了
当年的致富能手。2020 年，按照四川村级建制调整
改革部署，原同花村和广兴居委会合并组建同花社
区。为了了解新同花的老故事，记者拜访了同花社
区的老党员邓长林和刘元芬夫妇。一番寒暄之后，
87岁的邓长林讲起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1961年高
中毕业后，回到广兴当过毛泽东思想宣传小组组长，后
来又到学校当过老师，1981年广兴恢复乡政府建制后
到乡政府工作。”回顾自己这一生，邓长林显得平静淡
然。不过说起“向阳摘牌”，老人仍然忍不住唏嘘。

回忆起这段历史，原本在一旁静静听着的老伴
儿刘元芬走进里屋，拿出一个小口袋，小心翼翼地打
开里外两层，里面规规整整叠放着好几本红彤彤的
荣誉证书。“刘元芬同志，在‘一九八九’年度工作中，
被评为‘致富能手’。特发此证。中国共产党广汉市
委”“刘元芬同志，你在一九九一年‘双学双赛’活动中，
荣获‘种植能手’光荣称号……”记者从老人手里接过
泛黄的证书，郑重地念出上面的文字。短短几十个字，
似乎有着魔力，将这位已经82岁的老人拉回到意气风
发的光辉岁月，眼角的皱纹里塞满了骄傲和自豪。

“老头子在乡里工作，我一个人带着 4 个女儿在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全家分到
一亩七分地，我就带着女儿们种起了果树。就凭着
这个小果园，我成了县里第一批‘万元户’，获得过不
少荣誉，还入了党，十里八村没有不服气的。”

“现在干不动了，家里的一亩七分地十多年前就
包出去了，如今有机器帮忙，一个人就能种几百上千
亩地，种法不一样了。”刘元芬感慨。

“同花社区人均只有八分地，现在绝大多数农户
的承包地都流转了，白天进厂晚上回村，挣钱的路子
多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同花社区第三党支部书
记刘伯华说，他家 6亩地也都流转了，每年有近 5000
元土地租金收入。

种植大户，坚守中调整新方向

“水稻马上就要收割了，平均亩产 1500 斤没问
题。”同花社区种植大户、复星家庭农场主肖洪吉边
走边说。

肖洪吉是位回乡种地的“80 后”新农人，黝黑的
皮肤，健壮的身躯，话语间透露出他的干练和自信。
2014年，26岁的他开始返乡跟着父亲种粮。10年后，
肖洪吉已经独当一面，在同花社区及周边两个村流
转了900亩农田种粮。同时他还经营着农机合作社，
对外提供社会化服务。

2020年，看准了乡村休闲采摘的流行势头，肖洪
吉成立了复星家庭农场，搞起了70亩采摘园，全部实
行智能一体化滴灌，根据季节种植了桑葚、李子、水
果玉米、红薯和花生等，一年四季都有可供游客观光
采摘的农产品。

“现在向阳镇基本没有可以大面积流转的土地
了，我也不想再扩大面积了。”肖洪吉认为，做精采摘
园是未来的重要着力点。丰收在望，这一阵肖洪吉
正在忙着检修收割机，他去年购置的烘干机也将大
显身手。

同样忙碌的还有土九果家庭农场的杨建平。他
和妻子经营了17亩葡萄园大棚。这段时间正是葡萄
大量上市的时候，他和妻子吃住都在园子里。

记者来到葡萄园时，在天上挂了一整天的太阳
总算落了下去，躲过日头的顾客开始陆续上门了。忙
过一阵，天渐渐黑下来了，杨建平和妻子总算得空坐下
来和记者聊一聊。他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同花人，
2006年，杨建平40岁，和妻儿带着全部的家当搬到了
这里。在这之前，他们一家生活在雅安市汉源县桃坪
村的大山里，靠种菜和水果养活一家人。因为家乡
成了库区，按照异地移民搬迁政策，他们和其他 9户
乡邻被安排到了如今的同花社区，分了地也分了房。

在这里安家后，杨建平先后在向阳镇的钢厂和
纸箱厂里干了好几年，后来因为工厂搬迁，工作没
了。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重拾旧业，2012年开始流
转土地种菜。

“开始几年挣了点钱，后来越种越不行，蔬菜价
格波动大，种了多茬后病害也越来越严重，2017年索
性把菜地改成了葡萄园。”杨建平说，为了种好葡萄，
他到过不少地方学习，拜了好几个师父。

“葡萄园挨着蒋家河，用水有保障，但就怕发大
水。2019年 8月蒋家河发大水，葡萄园被淹，2021年
夏天又被淹了一次，当时这一片全都是水啊，心都凉
透了。”杨建平用手比划着，仍然心有余悸。

“搞农业就是这样，除了人勤快，还要老天爷帮
忙。”58岁的杨建平黝黑精瘦，看起来精力旺盛，说话
时常常带着笑，被生活磨砺得坚韧而平和。他一边
将刚刚剪下的一串串葡萄递给妻子装箱，一边盘算
着这一季的收成，他给记者做出了一个手势，那意思
是净挣10万元不在话下。

河滩地上，火锅公园横空出世

穿村而过的蒋家河“爱闹腾”，自嫁到同花起刘
长敏就常听村里的老人说起。“一个之字形，一涨
水，水就往外冲，河道两岸的沙石停下脚来，
堆积出成百亩荆棘丛生的河滩，年年都
被淹，村民只敢在这滩涂上种点应
季蔬菜，可惜了。”3年前，干练爽
快的外来媳妇刘长敏被推选
为社区党委书记，她的最
大愿望就是尽快完成老
书记还未完成的治村
大事——让母亲河
变得温柔宁静，
把那片难以下
脚的烂泥滩
治理好。

其实，
这些年村
里 并 不
是 没 有
想过办
法。本

村土生土长的企业家黎帮德就被动员回乡投资建
设，十多年来他陆续投资千万元清淤、修路、种树，还
建起了小桥、凉亭、水中小岛和森淼茶楼及民宿，为
蒋家河畔增添了不少生机。不过黎帮德心里清楚，
要彻底改造这片烂泥滩，自己的力量还太微薄，需要

“非常之策”。
最近一年多，同花社区成了不少火锅爱好者的

“打卡地”。原来让同花人头疼不已的河滩地上，竟
然生长出一座火锅公园。低洼的河滩被整体抬高，
不仅绝了水患，而且被建设得如同公园一般绿树环
绕、流水潺潺、曲径通幽。“在这样的环境里，吃一顿
火锅，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作为村子的当家
人，刘长敏真是太自豪了。

向阳镇镇长贺少红告诉记者，蒋家河火锅公园
项目是广汉市委、市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
布局项目之一，占地面积265亩，分三期建设，其中一
期已投入运营，形成火锅经营业态5100平方米，可解
决300余人就业，预期年产值达3000余万元。

那么，在众多产业中，为何会选中火锅呢？“这
背后可是大有说头。”广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
睿杨告诉记者，外行可能不知道，广汉是实打实的
一座“火锅城”，从牛油到香辛料，从火锅食材到火
锅锅具，从牛油底料到方便火锅，广汉拥有完整的
火锅食材产业链，2023 年火锅全产业总产值达 155
亿元。

“在广汉的百亿火锅产业版图中，向阳占有一席
之地。”贺少红介绍，成都北出四川的关键要道都经
过向阳镇，不知从何时起，来自川西高原的牦牛、川
东地区的黄牛都到这里交易、屠宰，如今向阳已经成
为年屠宰量10万头的“西南第一牛市”，“靠牛吃牛”，
牛杂火锅逐渐成为向阳一绝，其中川味火锅的必点
菜——鲜毛肚是王牌。

在向阳镇办厂的老板倪天宏就是向阳毛肚火锅
的“发烧友”，2022年6月18日，他在蒋家河火锅公园
开了第一家火锅店——桐花里花园火锅，上下两层
20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200多人就餐，正式从制
造业跨界到餐饮业。“根据客人需要，我们店里的毛
肚按个卖，绝对是鲜、香、嫩、脆，让你欲罢不能！”作
为店长，倪天宏的妹妹倪天菊对自家火锅很有信心。

今年，在刘长敏的提议下，桐花里花园火锅和复
星家庭农场搞起了联动。“森淼茶楼喝茶，复星农场
采摘，火锅公园吃火锅，业态丰富了，同花社区才能
留住游客，大家互相借力，何乐不为呢。”刘长敏在这
些乡村新业态的发展中主动承担起了中间人的
角色。

以前，看着向阳镇上一座又一座工厂，后加入向
阳的同花人总觉得自己发展的步子慢了。“人家是搞
工业，我们‘老广兴’是搞农业，那差距能不大吗？”这
样的论调，这几年却不流行了。“现在，是城里人羡慕
我们呢，乡村产业的发展潜力大得很呐！”同花社区5

组组长罗生良说出了不少村民的心里话。

城乡融合，同花占了“上风口”

一首歌谣道出了当年的辛酸：“有女莫嫁同花
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
又长。”如今的同花社区哪里还有一点贫穷落后的影
子。易家巷子伍家芳大姐家的院子里，就停着三辆
车，一辆小汽车、一辆迷你代步车、一辆货运车。“我
们一家三口人，各有各的用处。”她笑道。

这些年，伍家芳感觉，同花离城市越来越近了。
她的感觉没有错，最近10年，两条促进成都平原经济
区一体化发展的交通大动脉改变了同花的经济地理
格局，一条是 2015 年全线通车的成都市第二绕城高
速公路，正好将同花拥入怀中，从成都市中心出发不
到 1个小时，下了高速几分钟就进村；另一条是今年
初通车的号称全球最长的城市中轴线——成都天府
大道北延线穿村而过。

更让同花人激动的是，去年底川青高速铁路部分
贯通，正式投入使用的三星堆高铁站就在村口。“走，我
带你们去看看三星堆高铁站，漂亮得很呢！”刘伯华
热情相邀，骑上电瓶车在前面带路，几分钟时间，一
座极具三星堆特色的车站出现在眼前，站前广场上
矗立着三星堆标志性的青铜大立人，古朴而神秘。

“现在三星堆博物馆是一票难求，每天接待游客
超过 3 万人，如果这其中有 5%的游客能够到我们同
花来吃住，那就不得了了。”刘伯华兴奋地说，现在正
在修一条从三星堆高铁站到三星堆博物馆的一级公
路，建成后从同花社区到三星堆博物馆就 10 分钟车
程，区位优势将更加明显。

精明能干的黎帮德也很看好村子的发展。今
年，他又追加了投资，打算在火锅公园里开一家私房
菜馆。“已经和村集体谈妥合作方式，马上就要进行
内部装修。”黎帮德说。

“等三星堆的游客来，我的葡萄就更不愁卖了。”
杨建平也感觉近两年村里已经有些人气了，不过好
日子还在后面呢。

“三星堆站 4 公里田野之中的院子，是我们建造
的家。”曾成功操盘多个乡村运营项目的陈奇用这句
话打头，介绍自己和丈夫经营的画月民宿。今年6月，
女儿高考完，陈奇和丈夫陈生把家从成都搬到了这
里，打算未来10年用心经营，并且好好生活。

画月民宿所在的向阳镇高寿村与同花社区田挨
田、土挨土，而画月民宿正好在两村交界处。“好多人
都以为画月是我们同花社区的，我可没少给他们打
广告。”刘长敏打趣道。

“无界同花 乡村公园”，同花社区的村史馆里
写着这样一句话。何谓无界？“同花现在跑到前面
了，但我们不会关起门来只顾自己，而是要带动周
围的村子一起发展起来，同花社区在地理上是有边
界的，但在心理上是没有边界的，我们乐于分享同
花的资源。”面对记者的提问，刘长敏回答得十分
认真。

“听说了没有，9 月底，今年火锅节又要搞起来
了，这次可要弄巴适，人只会比去年多。”8月底，刘长
敏来到桐花里花园火锅店，提前吹风。看来，同花社
区很快又要狠狠地热闹一回了。

在村史馆，望着挂在墙上的规划宏图，刘长敏
指着三星堆拓展区农旅融合项目二期位置告诉记
者：“这里，将建起一座新型建筑，西南火锅食材交
易中心，很快就会开工。”

展望美好的未来，同花人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每一个人都热切地盼望着，盼望着四方来客，共同描
绘新时代的繁荣同花。

20072007年年

广兴乡并入向阳镇
同仁村和花桥村合并为同花村

20142014年年

多个家庭农场成立，土地规模经营提速

20202020年年

同花村与广兴居委会合并为同花社区

20212021年年

获评广汉市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四川省乡
村治理示范社区

19801980年年

向阳在全国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
用“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取代，掀起了农村
改革新的浪潮

20232023年年

川青铁路部分贯通，建在社区内的三星堆
站正式投入使用

首届广汉市火锅文化艺术节在同花社区火
锅公园举行

同花社区考核达标获德阳市文旅名村称号

20242024年年

穿村而过的天府大道北延线通车，实现40
分钟直达成都市中心

2022年

6750067500元元 110882110882元元

2023年2023年

5773557735元元

2021年

集体收入

集体资产总额

411411..5252万元万元

2023年2022年

2491024910元元

2023年2023年

人均年收入

1920019200元元

2023年2020年

乡村旅游

接待游客数量8万余人过去4年

乡村建设

过去4年 村内硬化道路约3公里，实现村组主要道路硬化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