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CCRS(英文版) 

网站访问量：12380640

  请输入搜索内容 搜索

·在线咨询· 

蘑菇的种植  

下层民众的切身利  

人口谱查是为什么  

该中心与研究生培养有关么  

中国农村调查·2010年..  

·中心动态· 

村民自治暨合寨村村民委员.. 

湖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 

全国政治学专家团莅临中心.. 

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莅临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 

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赴福建永.. 

·新农学院· 

·调研基地· 

《农村研究通讯》 

《中国农村研究》 

《中国农村调查》 

·新书推荐· 

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及其专业化演进

对..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区Y乡C村的调查笔记1 

作者：冯斌     来源：ccrs     发布时间：2010年5月14日 

本调研所选村庄为西部地区渭河平原上，一个典型三秦文化浓郁的陕西关中农村。C村是杨凌区Y乡下辖

的一个行政村，也是一个自然村。以下为村庄的概貌： 

一、 行政区位： 

  （一）杨凌示范区概况 

1、自然风貌： 

杨凌位于渭河流域关中平原腹地，因境内有隋代开国皇帝杨坚的泰陵而得名，原名杨陵，后改名为

杨凌。杨凌是我国农业的发祥地之一。早在5000年前周人的祖先后稷就在杨凌“教民稼穑，树艺五

谷”。 

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07°59′～108°08′，北纬34°14′～34°20′。位于关中中部偏西，东距西

安市82公里，西距宝鸡86公里，欧亚大陆桥陇海铁路线及西(安)宝(鸡)高速、中线公路从区内穿过，旅

游交通十分便利。杨凌区总面积94平方公里，1997年7月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纳入国家高新区管理。 

杨凌地处渭河北岸，地势北高南低。从北向南成阶梯跌落，并依次形成头道塬、二道塬和三道塬三

个不同类型的地貌特征。头道塬海拨516.4～540.米，二道塬海拨451～484.6米，三道塬海拨420～430

米。相对高差小，地势比较平坦。耕地中，塿土类占71.7％,是栽培小麦、玉米、果树的优质土壤。 

杨凌区下辖四乡一镇和一个街道办事处，人口18.59万，其中农业人口11.9万，土地面积134平方公

里，其中耕地面积10.6万亩，国务院批准的规划面积22.12平方公里。农民人均耕地0.8亩，是中国农业

起源之地。 

2、人才科研优势： 

杨凌依托国家重点大学“211”“985”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农业科学院、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

所、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水利学校、陕西省农业学校和陕西省林业学校等十多个科研院所及高校，汇

农林高科技人才于本地区。到1997年示范区成立时，这里共有10家农业科教单位，包括两所大学，5个研究院

所，3所中专学校。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农林水等70个学科近5000名科教人员，被誉为中国“农科

城”。 

 3、体制优势： 

杨凌示范区的体制优势是省部共建共建。由国家科技部等19个部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管理建设，陕

西省政府成立了由34个厅局组成的省内共建领导小组。示范区管委会享有地市级行政管理权、省级经济管理权

及部分省级行政管理权。享受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国家对农业的倾斜扶持政策以及西

部大开发的各项优惠政策。 

另外，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简称农高会），每年11月在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杨凌举办。由国家科技部、商务部、教育部、农业部等17个部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农高会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农业盛会之一，也是中国政府重点支持的科技展会之一。每届农高会，参展

单位1000多家，涉及全国各地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俄罗斯、巴西、日本、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涉农企业、科教推广机构，观众超过50万人次，国内专业人士及国外客商达3万人次。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农村杂谈>> 



  每年农高会都会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超过100家媒体现场报道。 

（二）C村庄概况 

C村行政隶属于杨凌区Y乡，Y乡总面积21.5平方公里，位于本区东北部，北以后河为界与武功县的武功镇

相望，东隔漆水河与武功县的观音堂乡、大庄乡对峙，南与李台乡接壤，西与大寨乡比邻。全乡人口23050多

人，耕地18381亩。辖上代、下代、彭家窑、董家庄、张家岗、夏家沟、姚南、姚北、南庄、付家庄、曹新

庄、乔家底、柴家嘴、半个城、C、崔东沟、元树等等24个行政村。 

C村处在杨凌区市区正北方位，村北河环绕，本村村庄耕地面积515亩。该地区处于渭河谷地，主要地形还

是以平原为主，村北紧邻村庄位于南北阶梯的三道塬，由于地势相对较高，所以耕地都是旱地，因此农田的水

利灌溉就显得比较困难，相对于头道塬和二道塬的地区村庄。 

C村，作为一个行政村也是一个自然村，共有村民505口人，户数为110户。有崔姓和刘姓是村里的最大两

姓。其中刘姓有39户，崔姓占56户。本村除一座村民自筹资金修建的庙宇外，并没有全村的宗庙祠堂。这或许

是本地区的一大特色。在本地区，每年一度的本地庙会起着一种加系村民长幼尊卑情感的一种工具，替代了其

他地区的宗庙祠堂。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全村每户都住上了楼房(北方关中地区，大多都是那

种二层水泥楼板房)，固定电话“户户通”。2003年C村率先实行电气化改造，每家没用都进行了沼气池改造，

而且同年因为村容村貌改善明显，被杨凌区政府授予“新农村电气化村”。2004年率先有十户村民发起了搞生

态农家乐，最后区、乡政府有管部门的配合支持下，C村村委集民力和政府项目支持，在全村搞起了C生态民俗

与生态环保于一起的“农家乐”，全村共有33户办起了农家乐。 

也因此成为C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2005年被陕西省政府命名为“文明村”。另外，村委也加强了村民

的文化道德建设和普法宣传，在村委办公楼不定期的举办农村妇女健康学习学校，在农闲时，也组织利用村民

自发组织如中老年自乐班，村里秧歌队，发起一些村民的自娱自乐节目。而且由村委牵头，在村里评选一些

“五好之家”、孝子贤孙给予表扬和宣传。全村乡风村气都更加文明。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8级政治学理论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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