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子藏村隶属揉谷镇，北邻陇海铁路和西宝公路，南邻渭
河，连霍高速公路和西宝高铁傍村而过，地势平坦，交通便利。

太子藏村又名“邰氏姜”，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新石器
时期，原为斄（邰）城，又名武功城，古邰国国都，神农氏后稷的
封地。据说因为《广韵》记载：“神农居姜水，以为姓”，《世本》
《说文》记载：“邰”亦为炎帝之后，姜姓之国。弃的后代以封地
为姓氏，称为邰氏，故“邰氏姜”因此得名。东汉初年在邰氏姜
（太子藏村）设有古邰县。

相传西汉末年，刘秀被王莽追杀，一路慌不择路，卫士也
越来越少。他从扶风塬上逃下来，先在麦田揉谷，再逃到河
湾，躲在崖间窑洞，不敢轻易外出。崖下不远处有小河流过，
渴了就去河边喝口水。河下游的村民不时看到天上有白龙
翻腾。崖上一户人家村姑见到一个小孩躲在窑洞里，就过
来搭话，才知道有人追杀这个小孩，不由产生恻隐之心，回
家熬得麦仁汤，用陶罐装上送给刘秀饮用。刘秀喝了麦仁
汤，恢复体力，连忙跑出窑洞，往南想趟过渭河，钻入秦岭逃
生，结果正好遇上追杀的官兵，急忙跑进路边的小村子，可
巧遇见一位大婶在井边汲水，刘秀连忙跑过去，求大婶把自己
藏起来。大婶也没办法，一眼瞅见自己打水的水桶，再看看刘
秀是个孩子，就让刘秀站在桶里，用辘轳把刘秀放下井口。追
兵看到大婶，追问刘秀下落。大婶把手往西一指，说看到一个
孩子往那儿跑了。追兵呼啸一声，往西而去。大婶赶紧把刘
秀绞上来，领回家中，给他做了一些吃的，然后让丈夫套上牛
车，让刘秀躺在车厢里，盖上麦草，赶着牛车过了渭河，一路往
东都洛阳逃走了。

刘秀光武中兴登基后，想起当年往事，让宫中御厨做了麦
仁汤，一喝，吐了出来，再喝，还是没有当年的香甜味儿，长叹
一声：“时位移人啊！”而他当年躲避的窑洞处，被人称为“太子
藏”，人们看到白龙翻腾的地方则叫“白龙湾”，又称“白龙”。
那个救他的大婶所在的村子，也因为刘秀的缘故，被人们叫做

“井儿上”（现在叫秦丰村）。“刘秀喝麦仁”“太子藏窑洞”就成
为此地流传的佳话。 （来源：《杨凌风物》）

太子藏的传说

杨凌文史杨凌文史 ⑾⑾

一颗番茄里的种业情怀

近日，在位于杨凌示范区的陕西金棚种业园区
内，一座座现代化大棚整齐排列。制种番茄大棚里，
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番茄点缀在绿叶间，生机勃勃。

“你们随便尝，不只是‘颜值’高，口感也是‘曾
经的味道’。”摘下一串黑色番茄，金棚种业董事长王
建人自豪地说。

王建人一直从事番茄制种工作，从一名普通农
民到目前的“农民科学家”，他一辈子用心做好这一
件事。

“数据表明，在我国当前的番茄种业市场中，国
外番茄种子以 40%的市场份额占到销售额的 60%。
我们的育种技术存在机遇和挑战，除了产量、外
观、耐贮运、抗病以及口感，产品的内在品质及抗逆
性将更加重要。”王建人说，“目前，国外番茄皮厚耐
运输，色泽漂亮，价格比较贵。我们研发一个品种，
需要漫长的过程，每年用于研发的经费在 800 万元到

1000万元之间。”
来自山西的王志梅研究生

毕业后，就在金棚种业与番茄
打交道，在她的办公桌上全是
一袋袋需要收集的籽种。

“我的试验田里共有5座大
棚。决定种什么，需要上会提
议，得到通过就开始试种。”
王志梅告诉记者，“不断重
复，筛选杂交，日复一日看似
枯燥，但是过程很重要。植物
是有生命的，我喜欢与它们打
交道。”

家住杨陵区五泉镇孟家寨
村的王新国正在大棚里采摘番
茄，因家庭困难，王建人免费
让他种植7亩大棚番茄，每年
收入估算在10万元以上。

“王总不仅免费让我使用大棚，还教我技术。经过
8年种植，我也积累了经验，打算扩大种植面积，种出
品质更好的番茄。同时，带动更多村民从种植番茄中
受益。”王新国说。

据了解，凭借着对番茄育种的执着，王建人30多
年来一直坚持科研创新。从2000年，他带领团队培育
的番茄品种“金鹏一号”开始，目前已培育出10多个
在国内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番茄新品种，推广面积达
500余万亩，帮助农民增收50亿元。

谈及番茄种业的下一步打算，王建人表示：“目
前，作为番茄产业发展的核心，国家对番茄制种有政
策支持。作为育种者，我们将在乡村振兴路上迎难而
上，积极与农业院校合作，引进更多人才，加大研发
投资，用科技攥紧种业‘芯片’，让番茄‘小种子’造
福更多的父老乡亲。”

（原载2023年7月26日《陕西农村报》）

陕西农村报记者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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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杨陵区政协委员、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江中良格外
忙碌。

7月26日，记者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
科技学院见到江中良时，他刚从哈萨克斯坦洽
谈工作回国，正忙碌着为后期在海外建立实验
室做准备工作。

“今年 5 月，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西安
举行，会议强调要推动与中亚国家开展广泛的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技术示范等方面的合
作。借此机遇，学校当机立断，决定与哈萨克
斯坦联合共建动物科学实验室，让学校及杨凌
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一路向西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让我们的先进技术和成果借道

‘丝绸之路’，走出杨凌，惠及中亚各国。”提
及与哈萨克斯坦共建实验室，江中良兴奋不已。

让带有“杨凌基因”的良种良技造福群众，不仅
是江中良从教多年来的希望，更是他为之不懈奋斗的
目标与使命。“良种是畜牧产业的‘芯片’和健康发
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家畜种质
资源保护、家畜繁殖新技术以及环境因子影响家畜繁
殖过程的原理等工作，就是希望为我国畜禽种业发展
提供一些基础性素材，为提高畜禽的繁殖效率提供智
力支持，为加快培育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
种尽一份心，出一份力。”不断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
管理，江中良始终以实际行动书写“全新答卷”。

从1994年进入西北农业大学 （现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就读到留校任教，多年来，江中良一直致力于动
物繁殖理论与动物繁殖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实践，积极
承担 《动物繁殖学》《动物生殖生理调控》 等课程的

教学工作，并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科技部“973”“863”等科技攻关课题和重大研发
专项，省级重点研发专项等项目二十余项，培养博硕
士研究生31人，他将人生的高光时刻都奉献给了三尺
讲台和我国畜牧业。

作为教师，他恪尽职守，以身作则，为学生传道
授业解惑；而作为政协委员，他更是深入基层，广听
建言，切实提出便民利民的意见建议。

从2022年担任杨陵区政协委员以来，江中良结合
工作实际，先后从教师身份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身份出
发，提出 《关于加强校企合作，促进理论联系实际，
推动创新企业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我区
家庭农 （牧） 场与农民合作社建设，高质量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关于区校一体，加快杨陵智慧农业先行
示范的建议》等提案，为杨凌不断深化区校融合，深
化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等注入新动能。

如今，拥有多重身份的江中良依旧在科研道路上
勇攀高峰，在服务农业科技中广泛调研、倾听民意，
为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强化畜禽种质资源保护 擦亮杨凌农业“招牌”
——记杨陵区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江中良

记者 吴凡 实习生 胡雨帆

为持续擦亮“高新事·高兴办”政务服务品牌，近年来，内蒙
古包头稀土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推出政务“五进”服务，通过进
企业、进园区、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行动，为企业和群众提供

“多点可办、就近能办、少跑快办、居家智办、园区网办”办事新
体验，让企业和群众办事真正实现“无距”。

包头稀土高新区开展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新模式，积极推
动政务服务向精细化、集成化、个性化发展。政务服务中心进
一步深挖服务空间、提升服务水平、深化合作层次，推出7个阶
段48个高频事项，覆盖企业发展流程的全方位帮办代办服务。

本着“企业到哪里，政务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的服务宗旨，
包头稀土高新区致力于打造园区15分钟政务服务圈，集中解
决园区企业诉求反馈、政策兑现、融资对接、市场开拓等需求，
切实解决政府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问题，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

包头稀土高新区进一步延伸政务服务触角，推动政务服务
窗口前移、服务下沉、多点通办。一是通过上门走访、与群众面
对面交流等形式，对辖区群众办事需求展开实地调研，“零距
离”解决群众“急愁难盼”问题；二是进一步梳理与群众生产生
活密切相关的高频热点民生事项，将社会保险、医疗卫生、养老
服务、劳动就业、社会服务等高频个人事项纳入“帮办代办”事
项清单；三是依托“政务服务+互联网”，推动政务服务进社区。

包头稀土高新区构建由该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村便民服务站组成的一体化的“政务服务
圈”，为农村群众提供精准化便利化的政务服务。一是组建队
伍。由村“两委”成员、驻村工作队员、基层审批服务执法人员
组成代办帮办队伍，无偿提供免费代办帮办服务。二是精细编
制办事清单。坚持需求导向，梳理748项政务服务事项，将服务
类别、服务内容、线上线下办理地址、咨询服务电话等印制《服
务指南》，实现办事清单明确化。

立足上门办理“小窗口”，谱写服务群众“大文章”。包头稀
土高新区各社区工作人员走出服务台，走进居民家，为高龄、行
动不便、残疾人、卧病在床等老年人开展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
高龄认证等工作，确保辖区每一位老年人在家就能安安心心享
受到政策福利。 （刘妮娜）

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区

政务“五进”服务“无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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