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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道村位于杨陵区五泉镇西北部，居民近四百户，是一个较大的
村子。

现在的夹道村由五个村民小组组成，分别是上刘、下刘、李家
场、王家、巨家组，居住较为分散。村民以李、王、刘、巨姓氏为
主，另有代、赵、马、何等姓氏。

最初的居民集中在太白庙西附近，四十年前由于庄基规划，王
家、上刘、下刘分别北移200余米，李家场组由二支渠北迁移到渠南。
巨家组从担水沟西整体南迁到北环路南，绛杏路西。

村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之一，因为两条路而来，在现在的王家
组西有一条南北路，上、下刘组之间也有一条南北路，向北通向小湋
河，居民大多数居于此，两条道路相夹，故名。

还有一个说法：原村子附近有一条东西路，向西直通扶风大同
塬，此官道南、北地势高，如遇大雨，道路形成水流，一路向东，由
担水沟注入小湋河，川道边的村子就叫夹道村。

夹道村原有古城堡一座，城内街巷呈“工”字形，古城始建于清
初，为防御匪患袭扰而建。古城东南有一庙宇。占地五亩，殿堂五
座，供俸有太白三神、关圣帝君、无量祖师、观音菩萨等诸神。为周
边八社共同祭奠的地方。每年古历七月十二日为庙会，起会数日，人
流络绎不绝，周边群众认为太白庙很有灵气，有一段顺口溜：“天爷不
下，给夹道捎话，鞭鼓一响，房檐水长淌”。

夹道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这里已经撒
下了革命的火种，传承着红色基因。

1944年，共产党员田世勋多次来村组传播党的理论。村民王鹤
明、巨常福、王树政在他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夹道村在乡
一级第一个建立了党支部。

当时的夹道小学在太白庙内，这里也是早期扶风地下党活动的地
方，教员巨常福被发展为一名共产党员，明处是教书育人，暗地里在
默默地为党做工作。

解放后，共产党员李昌是夹道村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重要的领导，
他带领群众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
命，他本人也多次参加了陕西省、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扶眉战役中，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在夹道村北小湋河河畔发生数
次激烈战斗。夹道村民积极支前，为人民解放军送去了鞋、粮食等物
资。1954年，村民将两名扶眉战役阵亡战士遗骨送往扶眉战役烈土陵
园。在陵园的烈士墓，他们已经长眠了七十个春秋，这两名战士分别
是罗长方、李光祥。

当年的夹道秦腔剧团，也是远近闻名。上世纪五十年代，村里来了
一个人，刚刚从甘肃唱戏经过，他叫李正明，不到三十岁，师从秦腔名
家，他对文戏、武戏皆通晓。他的到来，对夹道剧团来说，是天赐良机。

1959年夹道剧团发展到参演人员70余名，服装道具齐备，剧团进
入全盛时期，那时剧团文武场面宏大，能演出古装秦腔大戏二十余本。

改革开放初期，群众的思想不断更新，穷则思变，意识到发展才
是第一件大事，大家都要想着法子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

一部分人走出土地，离开了农村，外出务工，夹道村一些有识之
士看到国家建设发展的机遇，成立建筑公司，承包工程。王发友等人
组建的建筑公司在省内享有盛名。

村里的人也在土地上做文章，种苗生产、果树栽培，一次次尝
试，现在，猕猴桃种植成为村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夹道村的养殖业也是远近闻名，猪、牛、羊都有规模化养殖。
彩色小麦已经试种两年，这是夹道村和西农合作的新品种。古老

的村庄，彰显着新时代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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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农科教基地，
杨凌是闻名中外的农科城。我的爱人就在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从事玉米育种工作。因这
个特殊关系，我常常跟他到试验地里去，他跟
同事们育种的艰辛我都看在眼里，对他们的辛
苦和敬业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

我看到，这些从农村考上大学的优秀青
年，又返回去继续回到土地上搞试验，培育出
更好的品种服务社会。播种时他们天天泡在试
验田，一到授粉期天气再热也得钻进密不透风
的玉米地里，收获时表现好的棒子得一个个掰
下来储存，第二年再试验，直到表现优异品质
稳定后才能参加审定，审定后才能大面积推广
种植，一般需要十年左右的漫长历程。有的专
家为了选育出优质高产的新品种，头发熬白
了，背也驮了，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和精力，
让人十分感动，但他们无怨无悔。每次从地里
回家，爱人都是两脚泥巴。新买的皮鞋常常灌
满泥土，脱到白瓷砖上，提起来落满碎土粒。
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学生也都如此，他
们身上集中体现了顶天立地的西农精神，体现
了诚朴勇毅的优秀品质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
奉献情怀。

民为邦本，谷为民命。解决吃饭问题，根
本出路在科技。作为一名杨凌本土的作家，我
深知农科专家工作的极端重要，我有一种想写
他们的冲动，想写写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
守，写写他们一辈子谋一事的执着，写写他们
风吹日晒的酱紫色皮肤，写写他们为我国粮食
安全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正是他们的坚守和
奉献，才使黄土地充满了丰收的希望。

2016年，我曾写过三秦楷模、西农大小麦
育种专家王辉教授，近万字的报告文学刊登在
《陕西日报》上，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农科专家
的关注。由此受到激励，随后，我精心选取了

西农大50名农科专家作为写作对象，每个人一
万字，计划五年时间完成，我想详细讲述新时
代后稷传人的感人故事。后来，我的导师建议
说：一万字，能写透农业科学家吗？何不选定
一个人写，写一本书，写深写透写活。2017年
2月，通过发现、了解以及众人推荐，西农大
经管学院王征兵教授进入了我的写作视线。王
教授社会服务多、接地气、口碑好，很受农民
群众欢迎，于是就决定把他作为杨凌农科专家
的代表人物来写。可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我遇
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一度甚至都想打退
堂鼓。我开始大量阅读各类名家名作，一遍遍
从中寻找创作的灵感，杨凌的许多老专家、老
作家也在不断地激励我，让我坚持下去，称赞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功德无量的好事情。

2018 年高考结束后，暂时没有教学任
务，我便在暑假火热的天气里，用了三个月时
间，终于完成了王征兵教授的传记文学作品
《精耕记》的创作任务，作品整整21万字，这
对一个从没有写过长篇的我来说，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随
后，我还写过在“天涯海角”培育玉米新品种
的薛吉全，还写过研究“线线辣椒”的赵尊练
等一批专家教授。尽管写作过程，我也历经许
多辛苦，我点灯熬夜，加班加点，牺牲节假
日，但我无怨无悔，乐此不疲，相对于那些埋
头于田间地头、风里来雨里去的农科专家，我
的这点辛苦都不算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农
科城作家应有的责任担当，我希望通过我的文
字，把他们的事迹让更多的人知道，把西农精
神发扬光大，让西农精神代代相传，为岁稔年
丰，筑牢大国粮仓贡献一点微薄力量。

通过写杨凌农科专家这个群体，我的思想
也发生巨大变化：我的创作视野打开了，从过
去只关注“自我”的狭窄圈子里走了出来，走
向关注他人的生活世界，关注他人的思想境
界。杨凌的许多农科专家，他们身上那种正能
量的阳光特质，深深地打动着我，震撼着我，
撞击着我，影响着我，也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切都是西农大农科专家
教授身上那种吃苦奉献精神的熏陶和感染，这
也是我把西农大专家教授作为新的创作对象的
最大收获。

今年是西农建校90周年。回忆起这段创作
经历，我甚感欣慰。我将继续把写西农专家作
为自己今后创作的优先领域，为西农创建世界
一流农业大学而竭力鼓呼！

我为西农专家写传记
高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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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西农的故事”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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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凌村落故事杨凌村落故事 ⑦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