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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藏村，属揉谷镇辖行政村，位于揉谷镇
西南部约1公里处，北临陇海铁路和西宝公路，
南接秦丰村，东靠田西和白龙村，西连权家寨，
连霍高速公路和西宝高铁穿村而过，交通便捷，
风景秀丽。

太子藏又叫邰氏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
器时代。这里原为斄（邰）城，神农氏后稷的封
地，邰氏家族的发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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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氏居住的地方便称为邰
氏姜。

西汉末年，刘秀被王莽追杀，从扶风塬上逃
下来，先在麦田揉谷充饥，再向西南逃到邰氏
姜，躲在一处窑洞里。崖上一个村姑过来搭话，
不由生出恻隐之心，回家熬了麦仁汤，用陶罐装
上送给刘秀饮用。刘秀喝了麦仁汤，体力恢复，
连忙顺着烟囱爬出窑洞。一路向南，跑进路边的
小村子，躲过追兵。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件
事，把邰氏姜称为“太子藏”。“刘秀喝麦仁”的
故事也留传至今。

村东坡下原有大小庙宇六七座之多，后来统
一搬迁至塬上老爷庙内，大殿内正中供奉的为三
霄娘娘，左侧为药王爷，右侧为关老爷。

1950年，扶风县解放后，太子藏归第三区
（原绛帐区）管辖；1956年2月，太子藏建起了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9月，太子藏和权
家寨组建权家寨生产大队。1961年4月，权家
寨生产大队归兴平县揉谷人民公社管辖。1961
年 8 月，复设扶风县，成立太子藏生产大队。
1984年4月，太子藏村民委员会成立，归揉谷
乡政府管辖。2008年8月，太子藏村民委员会随
揉谷乡划归杨陵区管辖。2011年6月，揉谷镇
成立，太子藏村归揉谷镇管辖。

太子藏村民委员会辖1个自然村4个村民小
组。村民中张、李、朱姓人口居多，另有郭、
吴、杨、王、潘等姓氏。全村总占地面积1575
亩，其中耕地面积 1200 亩，宅基地占地 375
亩。耕地面积中苗木花卉占地面积928亩，农作
物272亩。村内所有土地于2010年底全部流转。

如今的太子藏村以设施农业为主导产业，以
西瓜、大棚蔬菜、绿化苗木、果树苗木等为主要
经济作物，依托杨凌示范区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的农业高科技技术支撑，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村党支部于
2019年和权家寨村、秦丰村联合成立了“杨凌
三鼎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致力于金银花的种
植与销售，并逐步向康养旅游、产品深加工等业
态拓展。此外，建设日光大棚 16 座，发展苗
木、花卉等特色产业，积极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如今，走进太子藏村，通村道路平整宽阔，
村民住宅整齐划一，村史馆古色古香，彩绘墙赏
心悦目。历经数千年，太子藏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

太 子 藏 村
赵文皓

杨凌村落故事杨凌村落故事⑤⑤
杨凌农科传媒集团杨凌农科传媒集团
杨 凌 示 范 区 文 联杨 凌 示 范 区 文 联
中共杨陵区委宣传部中共杨陵区委宣传部

合办合办

今年9月10日，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校九十周年。
这是西农大的盛事，也是全体杨凌人的喜事。

杨凌因西农而立，西农因杨凌而兴。杨凌与西农，
唇齿相依，水乳交融。在西农九秩华诞即将到来之际，
我们诚恳希望每一位过去或现在在西农求学或工作过的
校友、熟悉西农的杨凌人或外地人，都能拿起手中的
笔，打开您尘封的记忆，写出您人生中与西农有关的生
动感人故事，抒发您对西农的深厚情感，一起分享西农
90年的光荣与梦想，表达对西农的美好祝福。

为给西农90周年校庆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推进区校
融合发展，《杨凌时讯》编辑部特开设“我与西农的故
事”专栏，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征集稿件。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稿时间
2024年5月20日至8月31日。
二、征稿主题
以西农校庆90周年为主题，以“我与西农的故事”

为主线，通过亲历、亲闻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
西农90年的发展变化和区校融合取得的显著成效。

三、来稿要求
1、稿件要求导向正确，内容真实，紧扣主题，文

风清新。特别注意要尽量回避写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和

知识。提倡立足个人亲历见闻，坚持原创特色，尽可能
把自己求学经历、工作经历或其他印象深刻、值得回忆
的人和事写出来，也包括通过西农良种发家致富等方面
的生动故事。

2、文章要求语言生动、事例典型、言之有物，具
有故事性、趣味性和可读性，充满真情实感（包括个人
以前发表过的不存在版权纠纷的稿件）。注意不要把栏
目名称作为稿件标题。

3、篇幅：短小精悍，简洁凝练，字数要求1500字左右。
4、稿件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通讯地址、微信

号、电话号码、单位名称（本人身份）等相关信息，以
便联系兑付稿酬。

5、来稿将择优在《杨凌时讯》等杨凌农科传媒集
团各平台刊发。

四、来稿邮箱
所 有 来 稿 ， 请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发 送 至 ：

853794307@qq.com
五、咨询电话
029-87033520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杨凌时讯》编辑部
2024年5月20日

“我与西农的故事”征稿启事

当你乘着飞驰的列车经过杨凌时，透过车窗北望便
会发现，数公里外的高岗上，一座雄浑古朴、巍峨高大
的楼房屹立于苍穹之下，时刻守望着这座历史悠久而又
极富现代气息的中国农科城——它，就是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乃至整个杨凌最早的地标建筑，沐浴了九十年的风
雨，新中国成立后被一代代西农人亲切地称为“三号
楼”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三号教学楼。

这座奠基于1934年4月20日（原国立西北农林专
科学校成立当天）的大楼，主楼三层，加上中间每层长
度递减的塔楼共七层，总高度有三十余米，总建筑面积
达7251平方米。站在大楼下，你若要看到塔楼楼顶，
必须把头仰得后脑勺几乎碰到后背才能实现。

长长的主楼，让你感到整个建筑基础的沉稳、坚实，
高高耸起直指青天的塔楼，显示了它挺拔向上、昂扬崛起
的气势，而第六层塔楼正面中央镶嵌的直径1.5米的大
钟，则用准确的报时提醒着人们要珍惜时光，不停向前。

“三号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有“西北第
一楼”的美誉，即使进入21世纪后，在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北校区8号楼（2003年8月竣工）建成之前，它依
然是杨凌海拔最高的建筑。它耸立于杨凌三道原的最高
处，坐北朝南，以王者的雄姿俯瞰着整个小城。

每当雨后初晴，站在楼顶放眼南望，农城全貌尽收
眼底，渭河波光熠熠闪亮，秦岭秀姿清新可人，太白积

雪遥遥在望。以三号楼为轴心，由北向南一条笔直的大
道横穿陇海铁路、西（安）宝（鸡）公路中线和西宝高
速公路，直达渭水之滨，这条大道陇海线以北部分称为

“西农路”，以南部分叫“邰城路”（现在改名叫西农南
路），构成了整个杨凌农科城的中轴线，农科城内的主
要科教单位，都被这条中轴线串了起来。这座与学校同
龄的三号楼，也是学校北校区的轴心，整个校园的建筑
布局，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

作为与学校同龄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大楼见证了学校
发展的每一段历程，目睹了学校九十年走过的风风雨雨。

九十年来，近30万名有志青年慕名来到它身旁学
习深造，饱吸知识的乳汁后，又分赴四面八方成为撑起
祖国农业科教事业的栋梁；

九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在大楼内辛勤耕
耘，为祖国奉献出6000余项各类科技成果，让绿色的田
野充满了丰收的希望；

九十年来，一粒粒科技的种子从这里撒向农民的田
间地头，使神州大地硕果满枝头，遍地五谷香。

作为历史的见证，大楼也目睹了发生在它身边的历
史政治风云。1940年至1941年，侵华日军的飞机曾3
次轰炸学校，造成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大楼也
遭受重创，部分坍塌。至今，它身上留下的累累弹痕，
还在向后来者控诉着法西斯的暴行。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
一兵团解放了陕西武功，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率部进驻
学校，在大楼前亲自宣布西北农学院解放，与欢迎的师
生合影留念，共同欢庆学校回到人民的怀抱，翻开了学
校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号楼被确定为陕西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2008年，它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陕西
省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站在这座饱经风雨沧桑、见证了整个学校历
史依然耸立挺拔的三号楼前，你会感受到学校历史的厚
重，更会感到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的分量；你会感受到
它的力量，也一定会激发出自己不断向前的无穷力量！

“三号楼”，西农人心中永远的“大楼”！

心中永远的“大楼”
易同民

的故事的故事我与我与 农农西西 ①①

2024年夏粮收购即将开始，现将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杨凌示范区分行有关收购信贷事项公告如下：

今年我行拟支持2户优质粮食企业陕西粮农杨凌
储备库有限公司、陕西军粮应急应战保障有限公司以
轮换收储的方式参与夏粮收购。上述2户企业已获得
我行粮食收购贷款资格，并在杨凌示范区设立收购网
点共2个，方便农民就近售粮，农发行将提供7×24
小时收购资金供应，确保夏粮收购工作顺利开展。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杨凌示范区分行
2024年5月30日

农发行杨凌示范区分行支持企业收购网点

企业名称

陕西粮农杨凌储备库
有限公司

陕西军粮应急应战
保障有限公司

收购布点情况

布点
数量

1

1

收购点
名称

杨凌示范区
本库区

杨凌示范区
本库区

联系人

崔强龙

刘 静

联系电话

15829092498

1340298145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杨凌示范区分行2024年夏粮收购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