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行波 李泉林 “五
一”假期，杨凌围绕农旅特色、田
园风光、采摘体验、赛事活动等元
素，主打“反向旅游”概念，整合
杨凌“小而精、小而美”特色文旅
资源，策划4大类35项文旅体融合
主题活动，有效拉动游客来杨旅游
观光消费。据了解，假日期间杨凌
共接待游客42.87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2.15亿元。

在田西村，举办了狗狗运动
会、猫猫交友会、亲子游园会、戏
曲下乡村示范点演出等活动，吸引
了游客纷纷参与，乡村田野里的小
火车、碰碰车、萌宠喂养等游乐项
目成为了亲子游玩的好去处。

这个“五一”假期，杨凌农科
研学产品深受亲子类游客青睐，占
比假期总体游客总数45.6%。在西农大博览园，放飞蝴
蝶，让游客陶醉其中，与蝶共舞，感悟化蝶，享受大
自然的浪漫。此外，这里还举办了植物拓印、博物馆
体验课、于右任书法“农专”拓印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创新园，着一身汉服，来一次现实版的穿越，
在绿植花卉果香环绕中，感受近现代农业的科技魅
力；拿一顶草帽，带一根鱼竿，享受垂钓的怡然自

得；和好友们搭起帐篷，在草地上露营烧烤，在园区
享受采摘乐趣。除此之外，园区还举办了套圈圈等多
种多样的趣味游戏。

记者了解到，“五一”假期，杨凌农城时令果蔬采
摘成为杨凌假日旅游又一亮点，各涉旅农庄、采摘点推
出的吊蔓西瓜、小甜瓜、樱桃等农科特色产品，让游客
沉浸式体验丰收快乐，感受农城特色，品尝新鲜健康。

“五一”假期，杨凌接待游客42.87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15亿元

4 月 30 日，在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油菜中心”） 的试验地里，油菜专
家李殿荣随手剥开一个油菜荚，介绍起品种特
点：“你们看，这个油菜荚里一共有 38 粒菜
籽，通常30粒以上就算高产，这个品种产量表
现尤为突出。”

当天，油菜中心组织全体科研人员与行政服
务相关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开展试验观摩。现场
不时有研究员提问，李殿荣耐心解答。说到兴头
上，他就下地摘个油菜荚进行演示。

86 岁的李殿荣住在油菜中心附近，一有时
间他就来看看自己的试验田，观察油菜长势。他
说：“我今年的主要工作是做‘秦优 797’油菜
的繁育，今年已经种了2000亩，明年计划扩大
到4000亩至5000亩，通过试验进一步提升油菜
的抗病性能。”

试验田旁一派繁忙，实验室内同样是低头忙
碌的身影。

在杨凌农作物生物育种共享平台的实验室
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研二学生王振泽
蹲在辣椒苗旁，采收花蕾。

“我通过小孢子培养技术做育种试验。目
前，有8个辣椒品种刚好到了开花期，需要天天
过来管护。”王振泽告诉记者，最近实验室比较
忙，“五一”假期，他选择留守杨凌。

“杨凌农作物生物育种共享平台由杨凌种业
创新中心与油菜中心联合建设，研究油菜工厂化
育种、蔬菜生物育种等，可为种业企业提供技术
服务。”油菜中心工作人员董朝阳介绍，“我们还
和西农大等高校合作，提供科研场地。这里成了
很多学生的‘校外实验室’。”

记者来到杨陵区五泉镇官村，迎面可见大片
的油菜地和麦田，这里是油菜中心的试验基地。

走进基地大门，油菜中心育种研究室主任董
育红介绍起“秦优1618”油菜，该品种已连续3
年入选国家农业主导品种。“这个品种的优势是高产稳产，参
加黄淮区品种区域试验，两年平均亩产达到 231.25 公斤。此
外，‘秦优1618’还有含油量高、强抗倒宜机收、耐寒耐旱性
强等特点。”董育红说。

曹小东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油菜中心工作，这是他“进
驻”农科城的第三年。这段时间，他既要参与实验室里的全
基因组选择育种，还要来基地查看油菜长势、统计数据。

“5 月 9 日，我们要召开第六届全国油菜科技大会。‘五
一’假期，我要去一趟汉中，查看那边油菜的生长情况，为油
菜大会做好准备。”曹小东说，“作为农业人，我们的假期要顺
着农忙农闲的规律。”

（原载2024年5月4日《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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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
实力。”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各具特色的宅院民居、自然朴实的农业景观、耕读传家的祖传家
训、邻里守望的乡风民俗……这些中华文化的鲜明标识汇聚在传统村落里。杨凌的许多传统村落背后都有鲜为人知的
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它是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乡融合发展，传统村落日渐减少，许
多年轻人对村子的历史、村名的来历知之不多或渐被遗忘。为了抢救、整理、记载和保护这一传统农耕文化，为杨凌
村庄留史，饮水思源，记住乡愁，凝聚起推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杨凌农科传媒集团联合杨凌示范区文联共同开设

“杨凌村落故事”栏目，用文字、图片记载杨凌村落的人文历史、世俗民情、传说故事等。敬请关注。

姜嫄村位于关中腹地、渭河北岸，地处
杨陵区揉谷镇西南约3公里处，东与秦丰村
相邻，南濒渭河与眉县李魏村隔河相望，西
与扶风县绛帐镇营中村接壤，北有陇海铁
路、西宝高速公路、西宝高铁傍村而过。

姜嫄是帝喾的元妃，黄帝部落因帝喾
从黄陵县桥山一带迁封于此，建立邰国。
此后，邰的历史进入了姜嫄国时代，因姜
嫄受封在这里，故改名为姜嫄国。

姜嫄是炎帝后裔，在姜姓封地邰担任
酋长期间，带领先民从事农作生产，她把
自己所学到的农业知识和积累的经验传授

给了儿子后稷，使其掌握了丰富的耕作技
术。后稷开创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先河，推
动了农耕文明的发展，对我国原始农业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尧帝封为主管农
业的官员。

姜嫄逝世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人文
始祖、华夏之母，为她修建了古祠、雕塑
金身以示感恩。姜嫄村因“姜嫄古祠”而
得名。

据姜嫄祠内碑文记载，姜嫄村自古就
有姜嫄祠，至今已有4600多年历史。姜嫄
古祠年代久远，多历灾难，曾屡次重修。

据祠内碑文记载：“明代武功康海，
因在该庙读书中了状元，于正德壬申
年间将此庙修复一新，曰：姜嫄古
祠”，清代回民起义将其烧毁，但圣
母殿完好。光绪十八年，百姓照旧重
修姜嫄祠。“文革”期间姜嫄祠被拆
除，仅留圣母殿。

2001年10月，姜嫄村村民自发组织
捐款重修。下殿七间祀奉有后稷以及姜
嫄、后稷之后裔。有太王古公亶父、公
刘、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周公等塑像。

每年的正月二十三是姜嫄庙会日。姜
嫄村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此仪式历
史久远，文革时期也没有中断过。姜嫄庙会
祭祀活动，分为献花、献食、献文、献乐、
献香、答礼、演艺、进食（吃孝子面）八个
环节。庙会期间，周边八社十六村的群众都
纷纷前来，参与祭祀活动。后来又增加了经
贸活动，规模巨大，影响广泛。

2011年6月3日，姜嫄庙会被列入陕
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姜嫄村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建有戏
楼，几经搬迁，重建，至今尚在。姜嫄村还
有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姜嫄遗址。

姜嫄村分为东堡、西堡两个自然村，
姜嫄西堡的门楼上有一块木牌，镌刻着

“有邰圣地”，东堡的门楼上有砖刻的“时
维姜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发展，
两个城堡已不复存在。现在的姜嫄村家家
户户都住上了二层小楼房，总人口3130
人，702户，土地5228亩，其中滩地2700
亩（均已流转），姜嫄村原隶属扶风县管
辖，2009年行政区域划分归属杨陵区管辖。

姜嫄村民风淳朴、孝悌慈善、忠诚老
实；姜嫄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才辈
出，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兴旺发达。村内
经济活跃、欣欣向荣、政通人和，一片繁
荣景象。

如今，姜嫄村已成为周边乃至全国老
百姓及海内外华人心目中神圣而向往的寻
根探源之地，这里记录着中华民族繁衍生
息的足迹，吸引着众多的华夏儿女、炎黄
子孙来姜嫄村探索周文化之根，拜谒祭奠
姜嫄，认祖归宗，在遥思和追忆中缅怀先
祖姜嫄和后稷教民稼穑的丰功伟绩。

姜 嫄 村
马撑来

记者 刘文飞 何家岐 为完善城区骨架路网、
优化城乡交通环境，减轻老城区道路交通压力，在
示范区和杨陵区多部门的积极推进下，备受关注的
北干渠路 （西农路—新桥路段） 拓宽改造项目基本
结束，近日实现主路贯通并全幅通车。

北干渠路属于城市道路，周边的企事业单位、
学校、居民小区、村庄较多，此次建成通车，不仅
极大缓解城区东西交通压力，提升区域周边基础设
施水平和城市形象，同时也为广大群众出行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

北干渠路 （西农路—新桥路） 拓宽改造工程全

长 1867 米，东起新桥路，西至西农路，总投资 1.8 亿
元，红线宽度 32 米，主车道 25.8 米，建设内容包括
道路、给水、雨污水、电力电缆管廊、绿化等，通
车后的道路双向六车道。

目前，该路段主车道已实现双向通行，同时雨
水管网已铺设到位，路灯也安装到位。下一步将主
要针对道路两侧人行道进行细节施工，将于 5 月底完
成人行道的施工和绿化工作。同时将联合交管部
门，对道路标志标线进行讨论，确定最优方案，在
铺设面油的时候一次性完成标线设置，达到最优的
通行效率。

双向六车道！杨凌北干渠路主路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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