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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东晋诗人、辞
赋家陶渊明在诗歌《归园田居》中所描绘的安闲质
朴的纯美天地。而在宜宾，隐藏着这样一处陶渊明
笔下的“远村”——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
喜龙村。

这个幅员面积3.4平方公里的乡村，地处少峨山
脚，岷江河畔，位于宜宾绕城高速、一曼大道、宜宾快
速通道干线交汇处。一路驱车，沿着曲折蜿蜒的盘
山公路，白墙黛瓦的乡村别墅，道路两旁是一字排开
的李子树、橘子树，扑面而来的是阵阵带有农耕味道
的乡土气息。

走进幸福公社农耕文化生态园，犁、耧、锄、碾、
纺车、风箱、织布机……沧桑的老物件仿佛诉说着先
人的勤劳和智慧。准确地说，这是一些废弃的物件、
家什。时已过气，但，根脉和灵魂仍在。

44岁的宋双和是该村返乡创业的带头人之一。
发展花卉苗木后，他又和合伙人改变思路，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升级改造了花卉苗木基地，打造出了以农耕
文化和乡村观光体验为主的幸福公社农耕文化生态
园。2016年7月1日，该景区正式对外开放营业。四
年来，该景区一边经营一边完善硬件设施和软件管
理，如今已经成为国家级3A景区，在宜宾及周边小有
名气。景区还带动当地 100 余人就业，村民增收。
2018年，该村成为四川省旅游生态示范区。

嬗变，只因喜龙村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形
记”。

14年前，这里是省级贫困村，村里瓦房破旧，道
路坑坑洼洼，进一次城只能深一脚浅一脚踩着烂泥
出村。“当时，村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以农业为主，加
之当时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男性青壮年多外出
务工，撂荒田土无人耕种，传统农业效益低、农民增
收难度大。”为改变落后的现状，2006 年，该村实施
扶贫新村建设项目，2008 年，喜龙村摘掉了贫困村
的帽子。

同时，借助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
喜龙村大力发展“2+1”特色产业，即特色种植业、特

色养殖业和特色近郊旅游，推动一产三产融合发
展，实现村容风貌大美化、村民收入大提升、村风民
风大改善。

喜龙村的巨变，不仅是环境的改变，还有村民日
渐鼓起的腰包。

“我们家从1984年就开始种植李子了，以前，交
通不便，李子卖不出去。现在路修通了，发展起了乡
村旅游，六七百株茵红李，毛利就有10万元。”农业
和旅游业融合碰撞出的火花，让喜龙村李子种植大
户徐世勋乐得合不拢嘴。

作为乡村近郊游环线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
喜龙村以茵红李为主导产业，依托万亩生态李园，
精心谋划，打造独具特色的四季花海、绿之雅等十
余个“网红”乡村旅游胜地，强势推进农旅、文旅融

合发展。
目前，喜龙村已培育农业龙头企业2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 6 家（国家级示范社一家），家庭农场 8 家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一家），成片流转集体土地1800
亩，带动农户成片种植优质水果3000亩，花卉苗木
1200亩，创年产值3000余万元，占全村社会总产值
70%以上。

如今的喜龙村，远离城市的喧嚣，贴近乡野的静
谧。这里，晨起眺望炊烟，傍晚漫步乡间绿道，村民
们过着静谧的农耕生活。厌倦了城市快节奏的人
们，来到喜龙村，手捧一杯茶，看看远处的炊烟袅袅，
触摸那年代久远的老物件，在书海田陌度过一段慵
懒的时光，感受自然山水、艺术田园、农耕体验、诗意
栖居，一切烦恼抛到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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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公社景区游人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