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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架银燕从头顶呼啸而过时，人们
仰望蓝天欢腾着，一颗颗燃烧的心随之一
起飞翔起来……这就是成都双流人的今
天。一个以建设“中国航空经济之都”为
契机的新发展实践，让这片古老而神秘的
土地重新焕发诱人的魅力。

我第一次被这片土地吸引，是在飞机
降临机场之前的几十秒。“快看底下……
熊猫！大花球！还有马群……油菜田！”
不知谁在机舱内突然惊喊了一声，于是几
乎所有乘客的头斜向了机舱窗口，一双双
眼睛贴在那里，往机身下的一片花团锦
簇、马儿奔跑的大地看去。“有湖，有人
在划船呢！”“看看，还有小火车……那花
圃好大、好艳呀！”

“先生一定是好久没有来成都了吧？
双流机场这儿的空港花田已经网红两三年
了呀！”空姐对我说。原来是这样！

因为对“空港花田”的兴趣，让我做
了一次对机场所在地双流的探访，而正是
这一次的探访，又让我深深地爱上这块正
在腾飞的土地。

双流是成都机场名，但它更是一块久
已存在的古老土地，为成都市的“南大
门”。古时的双流曾叫广都，与新都、成都
齐名于川西平原之上，历史上统称它们为

“川地三都”。将广都改叫为双流，据说是
古时有一位官爷来此巡视，了解到境内有
府河与江安河流经此地，滋润了这片富饶
之地，于是激情澎湃，便取县名为“双流”，
意思是：“二江合地”、源远流长，富足世代
社稷。千百年来，双流也确实因穿流于此
的府河、江安河等河流的滋润而富足一方，
成为天府之国的名县。乡镇企业红火时，
双流也有不俗表现，跻身全国百强县。

然而，作为一个内陆的农业小县 （后
改为市属区级单位），如何有突破性的发
展，曾经长久地困扰过双流。

“大家想一想：时下双流有啥最好的
资源？什么最出名？”

“啥？除了机场，估计全国人民没几
个人知道双流在哪？双流有什么嘛！”

“对啊！双流有机场，双流紧挨着机
场，这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我们双流要发展，要大发展，就得
紧紧贴着机场，跟着飞机一起腾飞。”

紧贴机场，与飞机一起腾飞——进入
新时代的这一场“双流往何处走”大讨论，
让这片沉默已久的热土，再次沸腾起来。

“双流一旦飞起来，我们就是一流！”
这是句口号，但更是一种行动。双流人在
新发展理念指导下，选择了建设首个“中
国航空经济之都”的奋斗目标，开始了他
们腾飞的梦想和浪漫——

“虽然飞机和飞机场不是我们的，但
我们可以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地方编织锦
绣花田、拓展迷你公园……”不错，这个
主意好！说干就干！

机场降落的地方原来是片丘陵，经过
规划师和园艺师及当地村民的“耍来耍
去”，万亩大的一个“空港花田”就这样
建了起来，它依浅丘而建，层层叠叠，参
差错落，不开山、不毁林，保护水源，纯
粹地科学地利用了地貌的优势，将原先一
片没有多少经济价值的丘地，变成了以农
业、文旅为体的新型航空产业。那里有山
有水，更是有百种花卉植入的“花世界”

“花乐田”。园艺师和农民们根据不同季
节、不同地形，选择不同花种，将万千不同
的花色聚在一起，在阳光下，宛若花的海
洋。那些用集栽花坛组成的巨幅图案和景
致，则是专门让“天上的人”看的——那
些来到成都的乘客在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总
会被底下的万顷花海波涛所吸引、欢呼，
尤其看到花坛上的那几只憨态可掬的“大
熊猫”，更是被感染和感动了。

“你还是去花田亲自体验一下吧！”双
流人的话正合我意。那天去空港花田，恰
巧是一个晴好天气，又逢周末，到达花田
门口，若不是临港社区的小黄书记引入，
恐需排队数十分钟。我似乎一下体会到了
双流人所说的“航空经济”概念了。

小黄说：“我们不卖门票，但收服务
的钱。”见我不太理解，他便解释：比如
游客在花田里喝咖啡、学骑马、乘小火车
和临离开时带一盆鲜花回家，在此吃一顿
饭之类的要花钱，其他的看景、赏花什么
的，是不用花钱的。“我们只希望客人来
了耍得开心，越开心我们越高兴，因为社区
的村民们也就能赚得越多。”看得出，小黄
是个热心且精明的人，他说自“空港花田”
建起后，农民们多数将土地流转给了集
体，集体再把土地租赁给专业开发公司和
文旅单位经营。农民们一方面获得旱涝保
收的分红，另一方面种草养花开餐饮等，
围绕“空港花田”的旅游产业赚另一笔丰
厚的收入。

“我们这里还是长寿村呢！社区有好
几位百岁老人，年龄最大的老寿星已经
122 岁了。”听小黄一说，我大吃一惊：

“122 岁？”“你不信我就带你去见见老寿
星。”“走。见122岁的老寿星，这比见大
熊猫还稀奇！”我执意要去探个究竟。

“到了到了！”在机场附近一片被绿荫
掩蔽的丘坡前，小黄指着里面的几个农民
院子说。随后带我进了一户门牌上写着

“云华社区9组51号”的院子。
“有北京来的客人看望朱婆婆来了

呢！”小黄边喊边跟院子内的一位七八十
岁的老人打招呼，这是老寿星的儿子。

“来客人啦！请妈出来一下子嘛！”老
寿星的儿子朝里屋吆喝。只见一位穿着大
红色棉衣的老太太在她儿媳妇的帮助下，
自个儿推挪着一副小滑轮架子蹒跚地向我
走来。“这就是朱婆婆。”小黄将我介绍给
老寿星。站在她身旁的儿媳妇解释：老太
太前些日子摔了一跤，不然完全可以自己
走动。

122 岁啊！这是我所见到的最长寿的
人。老寿星的儿子为了证明母亲的年龄，
特意让我看他母亲的身份证。

老寿星的眼睛很有神，我伸过去握着
她的手，热乎乎的。看上去也就90岁的样
子，尤其是穿了一件红棉衣，格外精神。

“婆婆您好漂亮呀！”我按照当地人的称
呼，对她说。哪知老寿星羞涩地摆摆手，
发出“呵呵……”的欢快声 。 她 的 耳、
目、脑子都很健康，这绝对是奇迹！

从老寿星家出来，问小黄这里的长寿
秘密在哪？小伙子竟然告诉我：“因为飞
机呀！飞机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
对老年人来说不会患痴呆症嘛！”我听了
笑得直不起腰，便反问他：“那对你这样
的年轻人，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会是啥
情况嘛？”

“兴奋！每天兴奋着想干点啥事！要
不，我们怎么在搞航空经济嘛！”小黄简
直就是个幽默大师。

回到空港花田，又是另一番震撼：你
置身的是花的海洋、动物的世界和人群的
欢乐天地，这里有田野的万千景致，有游
乐场和动物园里所能看到的诸多奇观，最
主要的是游人能身临其境地体验一架架飞
机从头顶呼啸而过的巨大震撼力与欢乐
感。这种情景的体验十分难得，因为每一
架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时，整个花田就像
在演绎一出“情景剧”，且这样的情景剧
又几乎一分钟上演一次。你在那里是这样
体验的：先远远地看到天幕上一个像鸟儿
那么小、声音像蚊子“嗡嗡”叫着的黑影
向你缓缓过来，随后那“鸟儿”飞得越来
越近、声音越来越大……一直到震耳欲
聋，而巨大的机身也向你头顶俯冲过来，
距你和大地也仅百米，那般震荡、那般冲
击、那般情景尽管只有几十秒，但所带给
你的是惊心动魄和奇妙无比，所以万顷花
田中每当一架飞机在人们的头顶上方飞过
之后所发出的欢呼浪潮，是那样的山呼海
啸、那样的欢畅震荡！

空港花田的设计者精明之处还在于在
花田中除了设置了许多游乐项目外，还建
了像空中咖啡厅、书吧和婚庆坪等场所，
你设想一下：坐在与蓝天白云接壤的玻璃
房顶上，喝着咖啡、拉着小提琴，再欣赏
和感受头顶一次次呼啸而过的奇景，你会
是怎样的兴致？

而这，只是双流航空经济最简单、最
表层的一种形态，包括其他没来得及体验
的“一起飞起来”的绿地公园。

当地干部介绍说：近些年，他们根据
双流机场的特点，大力开发新的经济发展
形态，建设了与机场功能相配套的7个口
岸，即自贸区、保税区、航空动力小镇、
航空文化产业园、航空博物馆、空港云科
技园等，“我们发现，所谓的航空经济、
航空产业，其实是一本永不褪色、天天翻
新的黄金账本：有人只看到飞机载客是赚
钱机会，可在我们双流人心目中，飞机的
起落皆是商机，起飞时它带着我们的豪情
与希望，降落时它带给我们的是收获与圆
满，这两种情形下的延伸思考就是经济，
就是航空经济的组成部分，所以它就是滚
滚而来的黄金源流。”

眼前的这个看起来并不大的院子，又
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航空经济”课——

看上去也就三四十岁的万毅是这个院
子的主人，他说：“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技术我们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但有了双流
的这个飞机发动机维修车间，意味着我们
中国在航空发动机方面的一般性技术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么现在我们在发动机维修产业这一
块又能获得多少收益呢？“当然十分丰
厚！”万毅是位年轻又帅气的技术型高

管，他是四川国际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公
司的副总经理。这家公司是由中方和法美
合资的CFMI公司共同组成的。它的维修
生产能力为年300台发动机，如果维修生
产能力达到满荷，就可达年千亿的产值！

一个200亩的小“院子”，产值可达千
亿元！难怪双流人紧盯着“航空经济”后
时时刻刻激情满怀！

造先进的飞机发动机是世界级难题，
而维修发动机同样是极为高端的技术。

“我们的技术队伍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
万毅指着庞大的车间，告诉我，这里的
500 多名工程师，基本上是中国人，这里
的博士、高工多得很，高级技工占了近一
半。“我们的技术能力一点不差，外国发
动机制造者和飞机制造者都对我们十分放
心，甚至在有些方面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
制订国际维修标准。”

“现在我们是一年30亿元的产值，到
2025 年我们的目标是 50 亿元。”万毅的
话，更让我明白了双流为什么要搞航空经
济和建设航空经济之都的缘由了。原来，
它是新发展理念引领的双流发展现象，实
际上在他们面前就是一座座金山银山！

彭德富，双流的一位普通居民，今年
68岁，现住东升街道长兴社区。他的老宅
基就在现在的双流机场，老地名叫双石
桥。老彭说他这几十年经历了4次搬家。

“头一回听说我们家那里要建飞机场，
我就连做梦也在想着：这回机场一修，我一
家的生活也要跟着飞起来喽！”彭德富说。

“1958 年，我们家第一次搬到机场外
面，从过去住的草房子换成了瓦房，我觉
得日子就像从土里飞到了天上。第二次搬
家是1990年，这回是机场扩建，我们家从
3间房，变成了5间房，我就觉得像坐上了
飞机那么舒坦。”他说。

“第三回搬家是 1999 年，这回我全家
一下都搬进了楼房，感觉就像坐上了头等
舱，牛啊！再后来我就天天盼，盼着啥时
候飞机场越建越大，一直大到我也能有架
飞机开开该多好啊！”彭德富越说越激
动：“你还别不相信，我这么一畅想，后
来第四次搬家还差不多真的实现了这个梦
想呢——”

“前几年机场再次扩建时，我也就有
了第四次搬家，这回一下搬到了双流城
里，一共给了三套房，一套我跟老伴住，
一套给了儿子一家，还有一套出租了，一
年有一万多元纯收入！你说我的日子是不
是跟飞机似的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呀！真
是好日子呀！”彭德富一家的好日子随机
场的发展而一步步“飞”起来。

其实，整个双流在新发展理念引领
下，如今各个方面的发展与广大百姓的生
活也都“飞”了起来。去年上半年，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 2376 万人
次，位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七。正是机场
的巨大牵引力，使得双流区域经济在近年
通过加强与航空产业衔接，效益翻倍。

“航空经济是什么？它给予了我们如
同第一次钻进飞机肚子里产生的那种好奇
感，从它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无限多的
精彩：从经济形态看，它包括了航空运输
经济、航空工业经济、航空服务经济、航
空知识经济和航空信息经济等等。这是以
前的传统经济形态中全然没有的。再从空
间场域看，它在空间范围上不局限于某一
个机场，应适当扩大到一个省域、一个国家
甚至整个世界来认识和看待其经济形态，
因而它一定是国际化的经济形态，所以完
全可以让一个区域的整个社会层面实现腾
飞，实现我们不易想象得出的速度。”站
在已经呈现“中国航空经济之都”风貌的

“十四五”蓝图面前，双流的干部激情满怀。
是的。双流虽不大，但它已经起飞。
起飞的它，壮观又美丽。

偶翻旧照，现京城后
海运河，一时兴起，问友
人此何处？曰：颐和园、
西湖、南戴河……叹诸师
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那年的春天，一日，
背上行囊，说要领略京城
古韵，探寻古人，行止于
北海旁边国家图书馆古籍
部，檀木古香书桌，青灯
黄卷，与古人为伴，静思
细索，穿梭百余年。出国
图，东行百余米，由西门入
皇家花园——北海公园，沿
岸垂柳依依，风景旖旎，
室宇堂皇，白塔耸立，风
铃叮当，气派非凡。方由
古入今，从北门东行百余
米，便来到什刹海。

话说来到北京，不去
什 刹 观 海 ， 就 有 些 遗 憾
了。明代崇祯年间有位进
士 刘 侗 写 了 一 本 地 理 志

《帝 京 景 物 略》， 其 中 载
曰：“京师梵宇，莫十刹海
若者。”“梵宇”乃寺庙，早期这里有 10 座佛寺，
什刹因此又名“十刹”，包括前海、后海和西海3
个水域，恭王府、醇王府、宋庆龄故居、郭沫若
纪念馆等古今名人故居坐落于此，可谓名副其实
的文化名胜了。坐船游海更是另一番韵味了。秦
淮河水绰约艳丽，沿岸戏楼，昆曲咿呀，尽显六
朝古都的粉黛诗意。什刹后海颇有桨声灯影里的
秦淮河之韵味，船随人影，雕舫逶迤，波光粼
粼，鱼跃嬉闹，沿岸画栋楼宇，行人纷纷，略带
西湖微波荡漾的春日恬静，颇似洞庭湖“湖光秋
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的和谐意境。“西湖
春，秦淮夏，洞庭秋”便成为什刹海的神韵了。
有楹联赞曰：神韵本天成，便拟西湖春净，秦淮
夏艳，并他秋爽洞庭，三千明媚皆输此。忽然，
一阵天籁之音传入耳畔，船上小哥头戴斗笠，吟
诵而唱：“地安门外赏荷时，数里红莲映碧池。好
似天香楼上座，酒阑人醉雨丝丝。”如果夏日来后
海赏荷，那又是怎样的一种胜景啊！

船随波行，至东北处，路渐狭，湖愈窄，忽
现百年石桥，如人之脖颈横跨南北，汉白玉石，
身已沧桑，凿痕迹迹，行人至此多返，心生疑
虑，抬头望眼，“银锭桥”三字映入眼帘，因其形
似倒置的“银锭”而得名。此桥“南望宫阙，北
望琳宫碧落”，乃古时王公大臣上朝之路，为什刹
前海与后海的分界处。穿桥过，乃入，忽现桃花
林，桃花缤纷，蜂蝶戏舞，似与游人同乐。桥东
河道蜿蜒，溪水下彻见底，鱼儿翕忽，岸草葱
郁，侧面青砖瓦舍，说不尽王谢堂前燕，飞入寻
常百姓家。杨柳垂岸，窈窕碧丝，映入河中。见
前有红木，遂坐稍憩，静思凝视，极眺远方，见
落日余晖，已燃碧空，倏忽孤鹜夺日，祥云缭
绕，西山峰峦，若隐若现，如入诗画，此诗耶，画
耶？得意已忘筌，遂叹曰：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真可谓赏景之绝胜处，怪不得作为康有为弟子
的著名藏书家张江裁在《银锭桥话往图记》一文中
盛赞曰：“旧京地安门外，夙多潭沼，荷芰菰蒲，
不掩沦漪之色，银锭桥尤为第一绝胜处。”

站在此处赏景，时间不同，风景各异，感受
亦别。传说清代大诗人吴岩沿着银锭桥畔河堤游
赏日落，兴起而作：“大好西山衔落日，碧峰如障
水亭孤。”日与峰的自然意境与诗人观览的惬意之
情合而为一。作为太子少师的清代大诗人宋荦回
府过“银锭桥”，见此美景，驻足沉吟：“鼓楼西
接后湖湾，银锭桥横夕照间。不尽沧波连太液，
依然晴翠送遥山。旧时院落松槐在，似境笙簧岁
月闲。白首炼师茶话久，春风料峭暮鸦还。”把石
桥、西山美景和“夕阳西下几时回”的淡淡忧伤
与无限留恋行于字里行间。“银锭观山”从此成为
燕京八景之一，文人墨客至此多流连忘返，清代
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常与曹寅、朱彝尊等友人于此
地驻足赏荷，连明代文学家李东阳游慈恩寺后过
银锭桥亦吟诗赞叹：“城中第一佳山水，世上几多
闲岁华。”一种无我而淡然之境溢于言表。

什刹海畔，银锭桥边，北京小吃，琳琅满
目，来此观赏不品美食也是一件憾事。京城美食
有“三绝”，来客仅知烤鸭、涮羊肉，而另一绝便
是品味烤肉。古人云：“客旅京华，问道季家何
处？香浮什刹，引来银锭桥边。”坐人力三轮车，
在短褂车夫的吆喝声中走街串巷，至银锭桥边荷
花市场，沿岸美食，足使君垂涎三尺！凡来此游
客，临窗览景，执壶抿酒，啖肉赏花，生怕揉碎
了一窗春梦！

什刹海，不愧为“北方的水乡”，这里胡同密
织，钟楼古迹，王府花园，熠熠生辉，自然景观与
人文胜迹辉映如画，雅俗文化交汇融一，君何不来
此寻中国文明之源，品中国文化底蕴？九条胡同数
王府，藏市井鱼龙，看提笼架鸟，弹唱吹拉，醇浓
京味入云霄。也许，这就是京城的繁花吧！

沿湖漫步东行，忽一石碑矗立眼前，乃知此
为“大运河入京处”，古时什刹本为清净圣地，方
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也许，我已随
运河，梦回江南了，就让心灵来一次远行吧……

牛油果蘸青芥辣，有三文鱼味；红姜
配皮蛋，有蟹黄味，都是我亲身体会的味
道，至于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而来的牛肉
味，对我来讲似乎并没有，花生米是花生
米，豆腐干还是豆腐干。

中年以后，味觉产生变化，好像整个人
生也转化了一下，很难讲清楚那是一种什么
样的感受，好像没什么改变，好像就是一件
肯定会发生的事，只是在这个时间发生了，
也许提前了，也许推后了，但都安然接受。

这样的变化，算是生活习惯上的改
变，我有过三次，第一次是少年时改换了
握筷的手势，要说是握了十多年的筷，突
然就换了，离筷头很近的那种，现在想
想，也就是将来会离开家乡很远的意思
吧。第二次是突然改换了笔迹，也真是一
夜之间，换得自己都不认得自己原先的字
了，后来听一个做笔迹分析的朋友讲，笔
迹也是一个人的个性，什么样的人，就有
什么样的字迹。若是真的，这种当属性格
大变，但对我来讲，由有锋角的字转换为
孩子气的字，是一直纯真的意思，我对这
样的变化满意。然后就是这次，味道的变

化，苦不再是苦了，以前觉着香的，如今腥气
了，而甜的味道，变得更为贴切和准确。

我的家乡江苏常州，我母亲炒菜都会
放一点糖，年少时一直以为那就是一种甜
的味道，很习惯，也很接受。即使有人讲
我的家乡小笼包都是甜的，我也不会申辩，
我自己知道，那是无锡，常州的小笼馒头还
是咸的。但小菜里的那勺糖，确是真的。

20岁离开常州去了美国加州，又去了
纽约，又到香港，兜兜转转，只是再也回
不去故乡。“未老莫还乡”这一句，我每次
念来都有不同的滋味。

有一年有散文书入围了中山的一个奖，
他们叫我写一段答谢辞。我第一次写，思来
想去，去问一个住在中山的朋友，你们那儿
有什么好吃的？他发来一条——石岐乳鸽、

中山脆肉鲩、小榄炸鱼球、黄圃腊味、小榄菊
花肉、沙溪扣肉和咀香园杏仁饼。来回看了
三遍，不如从杏仁饼下笔，再一查，“绿豆与
杏仁磨成粉，在饼中夹肉精制而成”，与我想
像中的杏仁饼完全不同。最后呈现的感谢
是：我还没有去过中山，但我很期待去，我也
没有吃过中山的食物，但将来一定有机会吃
到，将来，我会去中山，因为要一个作家来描
述一个地方，就得在那个地方真实地生活，
才品尝得到真实的味道。

其实中山之外的地方，我也都没有去
过，去过一次潮州，到达的时间已是下
午，一个朋友带我去吃粥，又吃了一种糕
粿，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但是竟然也忘
记了那个粿菜的名字，能够记得的只是朋
友陪坐在对面，我一边吃粥，一边将心底

里的不痛快向他倾倒，直到吃完，都没有
倒完。那也是我人生中彷徨不知所措的一
个时期吧，我自己根本就猜不出来我的明
天会更好，或是更坏。朋友只是看着我，
好像也没有说什么，好像最后只是说了一
句，潮州好多好吃的，晚上就会有好吃的
了。到了晚上，的确有了好多鱼生，好多
好菜，好多他们讲的好吃的，和一群人一
起吃饭、聊天，热热闹闹，不痛快也放了
下来。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那个朋友
人生中茫然又无奈的一段时间吧，可是我
们也都过来了，如果讲每12年就是一个轮
回，那么我们总是有机会，再去开始一段
新的人生。

香港有许多潮州菜馆和江浙菜馆，都
去得少，一次与一个朋友在茶楼喝茶，叫
了一道潮州糖醋面，平平无奇的黄煎面，
也无浇头，吃时点陈醋，洒一些糖，只一口，
家乡味道瞬时爆发，简直泪目。回来一查，
潮州糖醋面是苏州两面黄演化而来，但我
在家乡时也是没有吃过的，家乡的面都是
汤面拌面，炒面都很少，但是从一口他乡
的煎面吃出故乡的味道，这该有多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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