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桶张村详尽村史已不可考，据村里长辈人回
忆，农业社时期仍与扶风县杏林镇西坡村共同祭
祖。扶风县志（清·乾隆版）记载，扶风张姓，元
初自河北清河而来。又据西坡村古碑等信息可推
测，桶张村建村时间约为清初顺治朝（公元1640年）
前后，距今约380年。

如今的桶张毗邻五泉镇政府驻地东侧，散布于
杨扶路南北，南、北两个村民小组大致以杨扶路为
界，分别称桶南、桶北。关于村名的来历，大致有
三种说法。其一为全村统一都姓张，故名“统
张”，后逐渐演化为桶张。第二种说法为，老祖先
给财主家统一管过账，故名统账，后演化为现名。
最后一种说法，村里从前以制桶闻名，故名桶张。
追溯村史，桶张村由“上、中、左”三兄弟繁衍至
今，从长辈口述中，仅能知晓“上、中、左”为张
姓三兄弟，自扶风县西坡村迁徙而来，但这其中的

“上、中、左”到底是名、字还是排行，无从考
证。但父辈人均可清晰分辨出哪一个家族属于那一
分支。

城拐角在如今的桶张村已经难觅踪迹，但如
果你顺着帅斜路向北走，过了桶张村的老爷庙
后，可在路东看见一片规模庞大的蟠桃园，蟠桃
园东南方向有一棵粗壮的皂荚树，那就是曾经的
城拐角所在地。

农业社时期，城墙被挖倒取土做了肥料，只留
下了名字代代相传。那里有一户人家，高墙大院，
屋主的祖父辈曾是村里的地主。即便到了上世纪九
十年代，那座院子看起来也十分气派。青砖、青瓦
的两进院落，墙壁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后院有一
口井，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稀奇，但如果下到井
里三五米深处，就会发现一个隐秘的洞口。从洞口
爬进去，里边别有洞天，在战乱年代里，足够一家
人躲藏三五天。院子旁边有条沟，据说是土匪来抢
劫的时候用手榴弹炸的。那道沟深约一米有余，宽
近两米，长七八米的样子，如果传言属实，足见当
时匪患之猖獗。

出了堡城门继续往西，穿过帅斜路向西北方向
望去，那里至今仍是一排排两层楼房，虽然早已无
人居住，却似乎在诉说着昔日的繁华。北窑原本居
住的其实是穷苦人，顺着村北土塬打了一排窑洞居
住，大约只有三五户人家。但后来，帅斜路不断拓
宽修整，从“泥土路”变成“石子路”，再后来又
变成了水泥路。北窑所在地就从“偏远地带”变成
了繁华地带，在新村规划以前，这里便成为村里富
裕户的聚集地。

到了夏天，收割完油菜后，这里成了全村最大
的打谷场，孩子们在广场上学自行车、滚铁环、踢
毽子，每天都是欢声笑语。再往后，村庄一路向西
发展，先后规划了三条新街道。新街道笔直而宽
敞，北面接着麦田，南面直达杨扶路。杨扶路比帅
斜路更加宽敞，是连接五泉镇和杨陵城区的主干
道。村庄的中心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这里，老堡子
慢慢地空落，衰败了，一点点消失了，但一个新生
的现代村落正如一颗新星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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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西农大北校区南门，便是五台山。所谓“五台
山”，其实是五组台阶组合，每组台阶有二三十级踏
步。站在“五台山”顶，放眼远望，一条宽畅笔直的大
道直通渭河岸，大道两旁是一溜两行的毛白杨。到了夏
秋季，郁郁葱葱，蔚为壮观。这条大道以陇海铁路为
界，南边称邰城路（现在正式改名为西农南路），北边
的为西农路。西农路在杨陵，犹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
的外滩。

杨陵的地势是台阶状，由南向北分为三个台阶。西
农大老校区（即北校区）地处三道塬，杨陵老街道地处
二道塬，渭河滩地是头道塬。西农路似一把宝剑直插渭
河岸边，其势其状雄浑壮观。大道两边依次是：西农大
家属区、化建家属区、陕西省农业学校（今杨凌职业技
术学院西校区）、农校家属区、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西北植物研究所（这两个单位今并入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陕西省化工安装工程三处（今陕西化建公司）、武
功科研中心、杨陵老街道（常乐路）；跨过陇海线，有
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水利学校（今杨凌职业技术
学院南校区）等单位。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杨陵只有这么一条像样的
路。那时这条路没有被命名，青石子铺就，由北向南，
当时还没有立交桥，大路平穿陇海线，直达渭河岸边。
关中平原多杨树，因此，西农路植了一溜两行毛白杨，
成为杨陵街道一道亮丽的风景。站在西农南门外的五台
山顶，举目远眺，小城风光尽收眼底，终南山青紫如
黛，渭河如玉带缠绕在山边；大道两旁排列着两行毛白

杨，直通渭河岸边；林荫道中，莘莘学子漫步其间，清
风拂面，鸟鸣婉转，蓝天如洗，白云朵朵，宛如一幅天
然油画。

在小城住久了，对季节更替的感觉颇显迟钝。冬天
过去，春天几时来？只要看看西农路的毛白杨吐没吐穗
子，如吐穗子了，那就是春天到了。一阵阵轻风吹过，
白杨枝头吐出淡黄色有粘性的芽孢，一天天变大，最后
钻出了有绒毛的红色绒花，像一条条胖乎乎的毛毛虫。
不几天，“毛毛虫”脱落了，一片片叶子挂在树枝上，
如同用油纸刻镂出来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杨挂全了叶子，叶片越来越
大，也越来越密，最终织出一条林荫大道。

夏天到了。
说来也怪，杨树叶有风无风都哗哗的响，响得烦躁

的心里泛起一片清凉。渐渐地，树叶变得墨绿，有蝉在
枝头鸣叫，先是一点点，随后是一片，鸣叫得烦人却又
宁静。有人循着树干张望，在找蝉蜕，收获颇丰，手提
袋已经鼓起来了。

伏天过去，秋天到了。骄阳的余威还未褪去，绿荫
下清风在徜徉，平添许多凉爽，学院的师生三五成群在
树荫下漫步，笑语盈盈。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杨树品种逐渐老化，
滋生了病虫害，许多树干被蛀空，在暴风雨的袭击下
每年都有几株白杨颓然倒下，甚至伤了路人。这样的
隐患自然要消除，许多病树因此被伐掉。再者，每年
春季，杨絮花满天飞，给城市环境造成了污染，这也
是弊端之一。

余也知道，时代在变革，社会在前进。在前行的路
上，有立就有破，有取就有舍。譬如西农路的白杨，这
样的行道树在淘汰之列。但西农路的毛白杨见证了杨陵
的发展与兴盛，它是杨陵的活化石。承载了杨陵人的乡
愁，留下了杨陵人的记忆，也留下了老一代杨陵人的吃
苦奉献精神。

如今的西农路各色汽车川流不息。西农路大转盘到
邰城广场的路段已经改为双向六车道的宽阔大道。大转
盘以北的街道两旁商铺林立，人行道上也摆满了摊位，
人流从早到晚熙熙攘攘，一派繁华景象。

抚今追昔，西农路见证了西农的发展变迁！

西 农 路 的 记 忆
贺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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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公
布2023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项
目备案名单，陕西省共有3家单位获批2023年国家级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其中，杨凌示范区人社局推荐申报的陕
西国防工业技师学院成功获批2023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项目单位，这也成为杨凌示范区首个国家级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人社局聚焦国家产业发展和民生

领域需求，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强基础、出政
策、搭平台、建机制，积极组织优质项目参选国家、省级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大师工作室，目前已获批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2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基地5个、省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6个，充分发挥其在行业内、产业内、区域内的
示范引领作用，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来源：杨凌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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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国防工业技师学院获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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