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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果园当果农
组乐队做“村晚”
当村支部副书记

……

看这帮年轻人
如何让乡村腾飞

村口扑鼻而来带着果香的空气，
将旅途的疲惫一扫而光。

眼前的每一座村舍都像是精心设
计过，既保留传统的农家韵味，又不失现代建
筑的舒适；不远处的山脚下竟还有一座游乐
场，彩虹滑梯在湛蓝天幕的陪衬下更添了些灵
动；游乐场旁，一大片排列得如同方阵队形的
果棚，便是那果香味的来源；就连身后，那连着
村子的乡村公路，在粉色蓝色车道线的加持
下，也显得格外俏皮可爱。

春日清晨，曙光初照，重庆市巫溪县通城
镇龙池村一派生机勃勃。比这片景色更有生
机的，是众多回乡的年轻人，在他们身上正发
生着一个个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

青春赋能，乡村焕然，绿意葱葱，希望如诗。
28岁的村支部副书记夏国勇、34岁的乡

村文化社工李青菊、34岁的新农人李锐，迎着
号角声从城市回到乡村投身建设。三个青年、
三个梦想，他们站在时代的风口，乘风破浪。

新农人李锐：
“让更多人吃上‘水果饭’！”

这个季节来到龙池村，总是得采上一两篮子草
莓才算不虚此行。循着草莓香，我们走进园子，老
远就听到李锐在“阻拦”游客。

李锐是龙池村草莓园的负责人之一。除了草
莓园，他还经营着西瓜园、梨园、葡萄园，是十里八
村小有名气的“果王”。

“啥子果王哦，我是正宗果农！”李锐笑呵呵
道：“入行才两年，岂敢称王？”

真要说起来，他接触农业哪只有两年？怕是
二十年也不止了。

作为农技专家的父亲干了一辈子农业，孩提
时，李锐就总跟着父亲到基层乡村去搞技术指导。
他记得那个画面，父亲用那辆破破烂烂的摩托载
着他，在乡村坑坑洼洼的田间路上颠来颠去，摩托
车上挂着个大喇叭，反复播放着农业技术知识。

搞农业的种子就是那时候种下的吧。以至于
后来，他头一次产生回乡下创业的念头时，就一发
不可收。

2021年10月，儿子的出生，把他的梦想往前
又推了一大步。“我常会想，我爸这辈子就给我做
了最好的榜样，兢兢业业一辈子。哪个村的收成
不好，哪户果农的果子种得不好，到退休他都还
在惦记。”李锐说，“我爸都打样了，那我是不是也
该继续这条路，也让我儿子拿我当榜样！”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永远没毛
病。积累了经验、下定了决心的李锐，突然得知

“通城有块挺好的地闲置”的消息，当即，他从
国企辞职，带着妻儿从重庆市里回到老家巫
溪，集结合伙人向通城镇进军。

短短两年多时间，李锐和他的园子一起，迅
速成长。对应着季节，配合着当地的气候，草莓
红了、葡萄紫了、西瓜沙了、梨子脆了……周围
村庄的老百姓也来到果园务工，近一百人吃上
了“水果饭”。

去年，李锐和团队的伙伴们还搞起了辣椒
种植扶持计划，他们将苗培育起来、把专家请
进来，把苗以成本价分发出去、把技术推广开
来，等到辣椒成熟，再统一代销，带动农户增
收。2023年一年，整个通城镇就有200多户
农家种上了辣椒，每户收入都在一万元以上。

聊到这里，大棚外不远处的和美家园活动
中心传来乐队排练声，“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
脚追风，就在勇敢过后，会有万里晴空……”

李锐停下来安静地听了一会，说道：“我
的想法很简单，我们的果蔬种得越好，就有
更多的外地人到通城来、到龙池来，村子的
旅游就会越好，相辅相成，咱们乡亲的好日
子还在后头呢！”他言之凿凿。

文化社工李青菊：
“村民们都站上舞台去发光发亮！”

从和美家园活动中心传来的乐队排练声，
正是来自李青菊和她的乐队小伙伴们。

青菊可是龙池村名人。就连附近几个村的
老百姓，也没有谁不认识她的——龙池乐队的鼓
手、龙池旅游推介官、龙池春晚总策划兼主持人
兼台柱子。

但下了舞台的青菊，竟然腼腆得不大会讲
话。你问她自己的事儿，她都说不出来一二三，
只有问及龙池村春晚，她闪烁着泪光道：“当我看
到平时只会在地里干活的叔叔孃孃们站上舞台，
自信地展示歌喉、舞姿，甚至还会摆弄以往半辈子
都没摸过的乐器，台下那个掌声一浪又一浪在我
耳边响起，那个时候，真的太骄傲了。”

每年过年，龙池村搞篝火晚会，这个事儿是早
几年就有了的。但正儿八经的春晚，是从2022年
开始的，也就是李青菊从城里回来的那一年。

学的是旅游，从事的也是旅游，在大足石刻做
了好几年的景区讲解员后，李青菊把家安在了重庆
市里。2022年初的一天晚上，她接到一个陌生号
码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多年未联系过的老支书胡三平，
“青菊，村里要发展乡村旅游，你回来吧！”

回来吧！村里的老父母需要你，村子的发展也
需要你。老书记的话，句句中肯。不久后，李青菊带
着2岁的女儿，回到了哺育她长大的龙池。

村里要搞文化振兴，人才有了，硬件也要跟上。
很快，专业的音乐老师被请进了村，三个月的集训，乐
队组建了起来。每天从早到晚地学习，让李青菊从一
个毫无乐理知识的门外汉，硬是成了乐队“C位”。

乐队第一次演出是到隔壁清泉村去给李子节开园
助兴。村广场上，老百姓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乐队表演
了《红旗飘飘》。下来后，很多老百姓都在打听这个乐队
是哪里请来的，带队的村支部副书记夏国勇自豪地回
答：这都是龙池村的，都是我们老百姓自己人呢。

2023年的龙池春晚特别阵仗。“我长到34岁，头
一次见村里来这么多人，广场上站不下了。”整场晚会，
节目编排、团队组建、演员排练、串词编写、主持……李
青菊几乎包办了。

她也没料到，自己这么小的个子竟然能扛下这么
大的事儿。而且这些事，她从没做过。她觉得，能做得
下来，既是她本身对文艺的热爱，更是太想要看到大伙
儿在台上发光发亮的样子。

熬了多少个夜、倒了多少天嗓子，这些都不是事儿。
那天晚上，站在舞台侧边，她看看台上的演员，又看

看台下的观众，那一张张笑脸，让她开心得流了眼泪。

村支部副书记夏国勇：
“这是我们的和美家园！”

“那次晚会我特别感动。”夏国勇说，“那个感动，来自
村民们脸上发自内心的笑，你从那笑里能直观地看到‘幸
福’两个字。”

全村的人都为了一台演出在付出，会表演的当演员，
不会表演的帮着布置舞台。众人拾柴火焰高，全村在家的
村民总共1500人左右，但晚会迎来了2500多人观看，“为
了迎接客人，村民们把村子当自家来迎客，每家都把门前
门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是咱们龙池自己的晚会——每个村民都这么想。
生在龙池长在龙池，村里给与夏国勇的不只是养育之

情，更有教育之恩。少时，夏国勇家境贫寒，父母无力供他
念书，村里积极想办法，帮他落实了助学金。

2017年毕业后，他和村支书交流时才第一次真正了解
家乡。龙池村正在飞速地发展，多的是要用人的地方。夏
国勇当即向村支书表态：如果村里有需要，我一定回来，把
所学回报给家乡。

2018年3月9日，毕业半年多的夏国勇正式回到龙池，
成了一名综合治理专干。他很快投身到乡村建设一线中，
刚20岁出头的他为村子注入了新的活力。

议事堂建起来了、庭院经济发展起来了，奶茶店、汉服
店、精酿啤酒屋，各式各样的业态出现在龙池，为乡村旅游带
来了更多可能性。“这些业态不但要建起来，更要好好运转起
来，做大做强，之后我打算再去动员村民，增加更多业态。”夏
国勇信心满满。

一座美丽的院落闯入视野，这是村里致富带头人周述耀的
院子，曾被村里评为“最美庭院”。说起70多岁的周老先生，夏
国勇很是尊敬，“周老师自己研究蔬果的嫁接培育，人人敬佩。”

去年10月，得知夏国勇要去陕西出差，周述耀找到他，拉
着他的手说：“这个忙你一定一定要帮我，陕西那边苹果好，你
帮我带些枝丫回来，我要嫁接到我们的苹果树上，看能不能适
应我们这边的气候，培育新的品种，成功就可以普及给乡亲们
一起来种。”

夏国勇专门去了一个果园，打听了最好的果种，采摘了好
几棵，并将树枝空运回了龙池。“就是这几棵树，长势很好，下个
月就该开花了，5月，一定能结出又红又甜的苹果！”

离开龙池时，夏国勇把我们送到村口，突然停下来说：“小时
候去城里，总害怕别人看出我是村里来的会看不起我，还总想学
城里人口音说话来掩饰。”他转身望向村庄，“可是现在，你看，这
是我们的和美家园！我出门在外，都说我是巫溪通城龙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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