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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家，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庄。熟悉是因为它
与我的老家桶张村近在咫尺，出了村往北，上一道坡，就
是帅家，可真要动笔写关于帅家村的文字，却迟迟下不了
笔，思前想后，太陌生了。所有关于它的所有记忆，几乎
全部停留在了童年时期。

帅大旗，清末农民起义领袖，帅家村的太祖辈，他的
故事至今为帅家村的人们口口相传。光绪三十二年冬
（公元1906年），陕西盐价暴涨，又有扶风恶霸地主马临太
大发不义之财，一时间民怨沸腾。帅大旗与同乡张化龙、
李化虎等在青龙庙揭竿而起。几日间便聚起七千之众的
起义队伍，他们一路高呼“减盐价，杀恶绅”的口号，浩浩
荡荡开进了扶风县城。当时农民称“青龙庙上扎大营，贪
官污吏战兢兢”。起义军取得初步胜利后，在太白山下九
阳宫扎营练兵。但不想被官府瓦解，帅大旗等人被全部
擒拿。帅大旗遭受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光绪三十三年正
月初三，被杀害于扶风县西门外。

帅家坡，严格来说，应当属于桶张村的地界。可人人
都这么叫，逐渐约定俗成，没有人去细究它到底合不合
适。帅家坡位于“帅斜路”的咽喉部位，是桶张、帅家两村
的分界线，上了坡是帅家，下了坡是桶张。

最早的帅家坡是一道陡峭的土坡，天旱的时候，黄土
飞扬。那黄土不似今天那种颗粒粗粝的黄土，在车辆的
一次次碾压下，那土坡上形成了一道道没过脚面的沟渠，
沟渠里的黄土又细又软，我们都叫它“面面土”。走在那
道坡上，必须小心再小心。一旦“失足”踩进沟渠里，面面
土就会“噗”地一声飞溅而出，脚面、裤腿瞬间就遭了殃。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帅家坡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
整修。推土机从坡地一路向北，把土塬撕开了一道巨大
的口子，也把帅家坡一点点削平了。陡坡变成了缓坡，路
面上还铺了一层碎石。石子路比土路好走了许多，下雨
天再也看不到半坡打滑的车辆了。可到了雨天，石子被
车轮带着四处跑，慢慢地就没了石子，石子路又成了泥水
路。车辆被困在帅家坡的现象再一次频频出现，帅家坡
成了帅斜路上司机们的一道“天险”。

大约到了2000年，帅家坡迎来了一次新生。坡道几
乎被完全推平了，路面做了硬化，从泥水路变成了水泥
路。帅斜路从此畅通无阻，“天险”不复存在。

上了帅家坡，横亘在村口的是一道高出地面约三四
米的大斜坡，那斜坡呈东西走向，犹如一道城墙把帅家村
与麦田分割开来。斜坡的坡道上有水泥砌成的步梯，上
了步梯眼前顿时豁然开朗，那是自宝鸡峡延伸到此的支
渠，也叫二支渠。不过，附近的人们更习惯叫“帅家渠”。
那道渠几乎成了帅家村的标志性“建筑”。因渠面过高，
帅家村几乎被完全挡住了。只是到了傍晚，才能看见渠
后面升起袅袅炊烟。过了渠，有两个巨大无比的皂荚树
立于村口，犹如两个忠诚的卫士守卫着村庄的咽喉，大概
因生于渠边，树冠高大而茂密。我猜，它们的根已经深深
地扎进了渠的下面。

渠水滋润着老树，也滋润着帅家村的田地。寒来暑
往，到了新千年以后，帅家的地里种起了西瓜和苹果。这
两样经济作物都需要水，而帅家显然是不缺水的，水鼓了
帅家人的钱包，让帅家村的房子蹭蹭地往上窜，慢慢地，
高出了渠岸。

近些年，设施农业兴起以后，帅家渠的重要性大打折
扣，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干涸的，但那伟岸的渠身
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帅 家 村
张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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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凌村落故事杨凌村落故事 ⑨⑨

寻亲之路到底有多远？有人跨越数千里，有人等
待数十年。最近，在杨凌公安大数据比对的帮助下，
一位出生于河南南阳，苦苦寻亲八年未果的小伙子终
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迎来了与家人的团圆时刻。

1998 年，彼时 5 岁多的南某在咸阳与家人失散，
多方联系无果后，南某被送往咸阳市社会福利院生
活。往后10余年，与家人重逢就成了支撑南某生活的
唯一信念。成年后，南某赴杨凌工作，而寻亲的念头
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愈发强烈。

南某告诉记者，在正式寻求警方帮助之前，自己
也私下去河南南阳寻找家人：“南阳太大了，根本没有
方向。后来我到杨凌工作后，在周围朋友的建议和帮
助下，我才决定去杨凌派出所做DNA检测，寻求警方
的帮助。”

2016 年，24 岁的南某来到杨凌示范区公安局求
助，希望可以帮他寻回家人。接到报案后，杨凌示范
区公安局迅速行动，血样采集、大数据分析、DNA比
对……一次次走访调查，一遍遍找寻线索，整整 8 年
时间，杨凌示范区公安局一茬又一茬刑侦民警始终没
有放弃，坚持不懈、接续侦查。

据了解，从2016年到2024年，由于工作岗位和人
事调整，先后有 5 名杨凌民警接续主办案件，但帮助
南某寻找其亲人的工作从未中断。

漫漫寻亲路，骨肉终团圆。2024年8月2日，跨越
26 年，在杨凌公安民警的确认和大家共同的见证下，
南某在咸阳市社会福利院见到了自己的家人。

认亲现场，南某与母亲紧紧相拥，泣不成声。这
场多年寻亲之路终于迎来了美好结局。

8月7日，记者见到办案民警、杨凌示范区公安局

刑警支队孔晨时，距离他见证南某与家人认亲团圆的
日子已经过去一个星期，而当时的感人场景却依旧历
历在目。

“在参加南某的认亲仪式时，他的母亲也比较激
动，因为都过去26年了，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找到自己
的儿子。”孔晨说。

“在我接手之前还有四位同事，接手这件事之后，
每次每个人都还要在数据库里面进行重新比对。这件
事到我手上之后，我们有幸把数据纳入公安部的数据
库里去，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比对，他们家里人也提供
了他们的数据给公安系统，然后才在数据库里面能比
对成功。”

认亲当天，南某将写有“人民警察为人民，失而
复得暖人心”的锦旗送到办案民警手中，由衷表达自
己的心意与感谢：“特别感谢杨凌公安系统一直关心、
跟进这个事情，我十分感激。”

久别又重逢，杨凌公安用行动“照亮”南某回
家路！

杨凌民警八年接力 河南小伙终圆寻亲梦
记者 吴凡 仵佳伟

为你点赞

情系参保职工 65岁老人喜领“迟到”养老金

2024年7月16日，杨凌示范区养老保险经办处经办
大厅里，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这时，一位身体瘦弱、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一名中年
男子的搀扶下，缓缓走进经办大厅。

老人手持一面锦旗，轻声问道：“哪位是罗海燕同
志？”当看到罗海燕时，他激动地说道：“太感谢你
了！是你让我在 65 岁的年龄，‘意外’地领取到了退
休养老金。”

老人说的“意外”领取到了退休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呢？这背后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老人名叫张显，是原杨陵区合金材料厂工人，2003
年国有企业改制买断工龄后回到山东老家。张显认为企
业已经改制了，自己领取了买断工龄的钱，就和杨凌没
有关系了。

2020年，杨凌示范区养老保险经办处自主开展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业务数据治理提升活动。经筛查显示，张
显为“到龄未办退休”人员。负责此事的经办处工作人
员罗海燕心里纳闷：为什么张显到了退休年龄还不办理
退休手续？为了让张显尽快能领取养老金，罗海燕便踏
上了寻找张显之路。

2020年初到2023年6月，罗海燕与同事们多次向原
杨陵区合金材料厂职工及当地亲朋好友打听张显的联系
电话和地址，均无人知晓。最后通过档案托管机构查询
人事档案，得知张显的老家在山东省的农村。费了很大
的功夫，罗海燕找到了张显所在村村委会的联系方式，
村委会主任说他知道村里有这个人，但是从来没见过。
辗转打听得知，张显从杨凌回村后不久，就因故迁居至
另一个村。获得重要信息后，罗海燕又多次联系，得知
张显因为种种原因把姓名改为李广众。

2023年7月，张显在亲属的陪同下，来到杨凌办理
退休手续。由于张显的前后姓名不一致，需要有公安部
门的证明，才能确认杨凌的张显和山东的李广众是同一
人。因种种原因，此次户口合并未办理成功。无奈之
下，老人与亲属放弃办理退休手续，返回了山东老家。

罗海燕没有就此放弃，在她的耐心劝说、积极协调
和热心引导下，2024年6月，张显和亲属又一次来到杨
凌，这次仅用2天时间就完成了“山东李广众”户口的

注销和“杨凌张显”户口的信息完善，以“张显”的
名字办理了临时身份证，并顺利办理了退休申请。在
罗海燕的积极协调联系下，杨凌示范区人社局和社保
中心为其开通了退休办理绿色通道，仅用1天时间就办
结人社退休信息审核、社保卡申领和养老退休审核等
多项业务。

2024年7月15日，张显通过手机收到银行的养老金
发放提醒短信，顺利领取了他的第一份养老金，其内心
的惊喜、感激和高兴难以言表。这一天，距离杨凌示范
区养老保险经办处“寻人退休”工作，过去了将近5年
时间。

近五年来，罗海燕和同事们，不辞劳苦、不畏艰
难，怀着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把
参保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家的事，全力以赴、多方协调，
让原本在山东一直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张显，在杨凌
顺利办理了企业职工退休手续，高高兴兴的领取了企业
职工养老金。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2024年7月16日，张显
把一面写着“人民公仆 情系百姓”的锦旗送到杨凌示
范区养老保险经办处经办大厅，感谢罗海燕同志细致认
真、耐心热情的服务，让他在65岁领上了人生的第一笔
退休金。后来，张显和家属多次携带礼品并邀请罗海燕
一同吃饭以示感谢，均被罗海燕婉言谢绝。

通讯员 罗海燕 刘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