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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人要勇当首席

康琼艳

赵治海与团队青年科研人员交流谷子生赵治海与团队青年科研人员交流谷子生

物育种技术物育种技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赵治海——

一 生 为 谷 终 不 悔
本报记者 宋美倩

近日，江苏、湖南、广东、重庆等地

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纷纷宣

布，经遴选推荐、答辩评审、社会公示

等 环 节 ，当 地 首 批 首 席 技 师 正 式 诞

生。此次评选出的首席技师，将以职

业技能等级为依据确定待遇水平、提

供激励保障，让技能人才真正既有“面

子”也有“里子”。

作为我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

级架构中的“塔尖”人才，这些首席技

师来自制造业、能源矿产、建筑、交通

等领域，活跃在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

是产业工人大军中的优秀代表。

近年来，为了打破技能工人成长

成才的“天花板”“隐形门”，我国探索

将原有的“五级”技能等级延伸为“八

级”，往下补设学徒工，往上增设特级

技师和首席技师，并建立与之相匹配

的岗位绩效工资。新“八级工”制度的

出台，为技术工人打开广阔发展通道，

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努力成长为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的干劲。

技术工人勇当首席，需要扎根一

线、苦练本领。此次评选出的首席技

师，均长期活跃在生产、科研和技术攻

关的第一线。技术工人要以首席技师

为榜样，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勇于创

新、争创一流，把车间当作反复演练的

课堂，把工地看作检验技能的战场，通

过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练习，提升技

能本领，打磨出绝活、绝技、绝招。

技术工人勇当首席，还需精益求

精、永葆匠心。择一事、终一生，干一

行、专一行，千万锤、成一器。在熟练

掌握专业知识、具备精湛技能的基础

上，还应坚持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

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持之以

恒、孜孜不倦地下苦功夫、练硬功夫。

要拿出精益求精、滴水穿石的韧劲与

钻劲，凭着对技术的不懈追求和对职

业的热爱，努力登上行业技能的高峰，立足岗位成长成才。

技术工人勇当首席，更应胸怀大志、勇担使命。首席技

师不仅是一个称号和荣誉，更是一种目标和使命。在具体

的工作中，技术工人要紧扣生产实践需要，着眼产业发展大

局，积极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让个人价值和时代发

展同频共振。

匠心铸就梦想，技能点亮人生。期待越来越多技术工

人脱颖而出，在劳动奋斗中成就出彩人生。

王强不喜欢在冬天骑自行车。零下

27 摄氏度的气温，呼出的热气瞬间凝结成

霜，而他却不得不顶着凛冽的寒风，骑着老

式“二八大杠”，驮着两三个方正铁盒，在唐

包铁路古城湾站内骑行。

古城湾站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古 城 湾 乡 ，是 内 蒙 古 西 部 煤 炭 外 运 主 通

道——唐包铁路上的主要万吨列车作业

站 ，负责万吨列车的解体、编组、换挂、列

检等作业。车站日均接发列车 180 列，其

中万吨列车 25 列，需要安装列车尾部安全

装置（以下简称“列尾装置”）30 余台。

繁忙的作业更需要安全保障，这也是

王强的主要工作内容。王强是中国铁路呼

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列尾作业

员，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安装、摘解货物列车

的列尾装置，对电池设备进行保管、检测和

充电，确保列车正点出发。

列尾装置重量约有 10 千克，是综合应

用计算机编码、无线遥控、语音合成、计算

机处理等技术的专用安全防护设备，能够

实时监测列车制动主管是否贯通、折角塞

门（列车制动系统的一部分）是否有非正常

关闭、列车风压是否正常。如果遇到列车制

动软管出现漏风、列车制动力不足等意外情

况，它就会马上发出警报，提醒司机及时处

置，是保证列车安全运行的重要行车设备。

安装完一组列尾装置，回到列尾检测

室待命不到半个小时，王强胸前的对讲机

传来车站值班员的声音：“列尾王师傅，4 道

上行始发 71086 次列车编组完毕，准备一

台 列 尾 和 中 继 器 ，车 型 和 谐 1，机 车 号

10069⋯⋯”一系列的安排，意味着王强又

要在寒风中骑行了。

“列尾明白。”简短而干脆的应答后，王

强起身拎起所需要的列尾装备，来到列尾

主机检测台进行测试。伴随着机器“嗖嗖”

的响声，显示屏上的风压指针在 400 千帕

至 600 千帕间左右摆动，最终停在 578.6 千

帕，左上角电压表显示 8.32 伏，电流表 0.3

安，仪表显示各项数值正常。

前期工作准备完毕后，王强裹紧亮色

棉衣，戴上防护手套和帽子，左手拎起列尾

装置，右手扛起中继器，准备出发。这是他

今天执行的第 13 趟作业任务。

由于站场面积大、作业频次高、列车尾

部停靠地点与列尾检测点距离远，王强和

同事们每次都骑着自行车运送列尾装置，

他们被称为重载铁路上的“轻骑兵”。“现在

要挂列尾的列车是个万吨列车，由 105 节

车厢编组而成，从头到尾有 1300 米。这么

远的距离需要在列车中部安装一个中继

器，作为列尾装置和火车头传递信号的‘驿

站’。”王强介绍：“从列尾检测室到列车中

部安装中继器，再到列车尾部安装列尾装

置，大概有 3 公里的距离。”

王强顶着风骑车，口鼻边的围巾逐渐

凝起冰碴，浓密的双眉上泛起白霜，向目标

稳稳骑去。

来到作业地点后，王强从口袋里掏出

手持机，输入机车号，让列尾装置与机车建

立“一对一”联系。为了在手持机上按准按

键，王强摘掉了手套，早就冰凉的双手暴露

在空气中更加僵硬。“71086 次司机，请确

认列尾号 110658⋯⋯”

“一对一”联系工作完成后，便可安装

列尾装置。设置防护信号、紧固车钩凹槽、

系好防脱链、拧紧手轮、连接风管、再次检

查电池锁，整套安装流程一气呵成。

“信号楼，列尾 4 道作业完毕，列尾号

110658。”王强再次确认列尾安装状态和

“一对一”对应关系正确后，及时向行车室

汇报。

不同的机车型号、不同的运行区段，对

应列尾装置的型号也不尽相同。安装完

71086 次列车的列尾后，王强又骑上自行

车，前往车站最西端，与同事交换不同型号

的列尾装置。这一趟，又是 4 公里的骑行。

由于不同运行区段使用设备型号不

同，王强他们需要不停往返位于站场东西

两端的列尾检测室，互相调配列尾装置。

每个班次，王强都要骑行将近 40 公里，翻

越车辆连接处的车钩 20 多次，摘挂十几台

列尾装置。

再次回到列尾检测室，王强赶紧脱下

“挂霜”的棉帽，搓了搓冻僵的手指头。

窗外，刚才作业的 71086 次列车已启

动，列尾装置闪烁着灯光，照亮了朝列尾检

测室走来的另一个身影。那是王强的同事

李海成，班组的另一位“轻骑兵”。他来接

替王强完成接下来 12 个小时的作业任务。

列尾装置虽小，却关系着列车的运行

安全。眼下正值备战春运的关键时期，王

强和同事们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进一步优化

设备状态、提升设备质量，为列车运行安全

提供保障。

重 载 铁 路 上 的“ 轻 骑 兵 ”
本报记者 齐 慧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海流图乡庙

南营村的碾米房内，村民杨玉斌在用自家种

的谷子加工小米。“去年，我在 3 亩地上种了

‘张杂谷 6 号’，谷子长得很饱满，一共收了

1500 多斤，碾出的小米质量比以往更好。”杨

玉斌满面笑容地说。

杨玉斌提到的“张杂谷 6 号”，是张家口

市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赵治海研究的谷子

高产品种之一。65 岁的赵治海自参加工作

以来，一直从事杂交谷子的研究和推广。他

带领研究团队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张杂谷”系列品种，将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

地区的谷子亩产量从 200 公斤至 300 公斤提

高 到 400 公 斤 至 600 公 斤 ，并 创 造 了 亩 产

811.9 公斤的世界谷子高产纪录。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手里。困难再多，也

挡不住我们的脚步。”赵治海说。

锲而不舍攻难关

“张家口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很多乡亲

只能种谷子。我出生在这里，想用知识为家

乡父老做点事。”怀揣着理想，赵治海 1982 年

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张家口坝下农

科所。

谷子古称粟，曾是北方的主要粮食，果

实去皮后俗称小米，产量低一直是困扰谷子

生产的最大难题。彼时，张家口种植谷子面

积近 200 万亩，亩产不足 140 公斤，一些山

区半山区以种谷为生的农民急需高产新品

种问世。“作为农民的儿子，研制谷子杂交

种、提高谷子产量对我来说是一项既光荣又

艰巨的任务。”赵治海说，“我觉得自己有责

任解决这个问题。”

谷子高产杂交种选育是世界性难题。

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全国 30 多家谷子研究

单位开展杂交谷子研究，致力于提高谷子产

量，但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谷子有自己的

特性，照搬水稻的模式去研究肯定不行，要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经过反复多次试验，

赵治海创新提出利用光温敏两系法培育高

产杂交谷子的技术路线。

要完成这个技术，找到光温敏雄性不育

株是突破的关键。赵治海和团队一头扎进

试验田，数十万株谷穗，一株一株地看，一株

一株地比较。经过 8 年不懈努力，他们终于

发现了第一个光温敏雄性不育株。手捧着

谷穗，赵治海激动不已，泪水夺眶而出。

农业科研是一项周期漫长的工作。一

个优良品种的诞生，需要对成千上万个种质

材料进行选配、杂交、组合，还要经过几代的

筛选、考验、培育。隆冬时节，户外零下十几

摄氏度，但温室内的温度却高达 20 多摄氏

度。去雄、观察不育株等大量工作要在温室

进行，赵治海经常一身寒气进去，满头大汗

出来。长期在冷热交替的环境下工作，感冒

成了家常便饭，他还患上了严重的湿疹和关

节炎。

失败，实践；再失败，再实践⋯⋯赵治海

和团队从未气馁，不断总结谷子光温敏不育

技术与规律，开展持续攻关。2000 年，“张杂

谷 1 号”问世，比常规谷子增产 30％以上，最

高亩产突破 600 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

的一次重大突破。

通过不同品种母本父本测配，赵治海和

团队先后繁育成功“张杂谷”系列品种 20 多

个，形成适应水、旱地，春、夏播，早、晚熟配

套的品种格局。拥有高产、优质、节水、省工

等特点的“张杂谷”，在旱地亩产比常规谷子

亩产量实现翻番，最高亩产逾 810 公斤。谷

子不再是低产作物，赵治海也因此被称为

“中国杂交谷子之父”。

着力推动产业化

选育出一个优质品种需要很长的时间，

推广应用一个新品种同样是一个艰难的过

程。经过千辛万苦培育出的“张杂谷 1 号”，

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被大面积推广应用，

原因是成本太高。按当时的杂交种培育方

法，制种田每亩地只能产 40 多斤谷种，一斤

谷种光生产成本就要三四十元，对比当时

2 元多一斤的普通谷种，无疑是天价。

同时，还存在谷子除草间苗难题。由于

谷子管理费时费力，不少农民就在本来适合

种谷子的坡地、旱地里随便种上点别的农作

物，或者干脆撂荒。

看到农民不愿种杂交谷子，赵治海心里

有说不出的难受。他只有一个信念：不但要

让农民喜欢杂交谷子，而且要种得起杂交

谷子！

提高制种技术和研发抗除草剂品种，成

为赵治海需要闯过的两个难关。为了有效

提高制种效益，赵治海和团队专门在海南三

亚、河北张家口建设谷子繁、制种基地，采用

一年种植多季的方法提高谷子种植和研究

频次。“我们团队一年四季到处跑，冬春去海

南繁育，夏秋在张家口、新疆种收。”赵治海

团队成员宋国亮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赵治海和团队

的谷子制种研究不断深入，制种产量由每亩

20 公斤提高到 100 公斤至 150 公斤，杂交制

种成本降低八成以上。

为了让乡亲们多种谷子

高产品种，赵治海只要有时

间就在田间地头传授杂交谷

子种植技艺。“我的电话簿里

存了四五百位乡亲的电话号码，

他们把我视作亲人，我感觉非常

幸福。”赵治海说，通过经年累月的

技术咨询、讲课培训、实地考察，乡亲

们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许多村组建

起了合作社，种植、农机、加工、储运、保险一

体化的“张杂谷”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地头的生产力，

需 要 形 成 高 质 量 技 术 创 新 和 服 务 供 给 合

力。赵治海积极探索“张杂谷”产业化发展

模式。在他的推动下，建立了河北巡天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与全国各地 200 多家代理商组

成的“张杂谷”示范推广服务体系。通过“科

研+企业+农户”的方式，统一制种、包装、销

售、技术服务，推动“张杂谷”在河北、山西、

内蒙古、陕西等 14 个省份扎根，年播种面积

以 40%的速度稳步增长。

“采用土地托管服务方式，把‘张杂谷’

的耕、种、管、收等部分或全部环节委托给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

事，是我们不断深化‘张杂谷’推广体系的一

个新路径，有效破解了谁来种、怎样种的问

题。”赵治海说。

大胆尝试走新路

赵治海是个爱琢磨事儿的人。随着“张

杂谷”推广面积不断扩大，他开始思考如何

让 优 质 高 产 的 谷 子 出 现 在 更 多 百 姓 的 餐

桌上。

“近几年，我联合科研院所和企业在谷

子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开发、谷子饲草饲料

研发等方面进行了不少尝试，挖掘谷子产业

发展潜力。”赵治海说，比如，随着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注重养生，谷子作为杂粮，与小麦、

水稻等互为营养补充，可作为食品企业深加

工的原料；在饲草中添加谷草，能够增强牛

羊的抗病性；等等。

“谷草秸秆是牛羊优质饲草。我做了一

些谷草饲喂牛羊试验项目，结果证明，饲喂

过谷草的牛羊重量、肉质明显提高。”赵治海

说，团队正在进一步增加试种面积，逐步推

广谷草种植。

近年来，“张杂谷”还走出国门，在埃塞

俄 比 亚 试 种 成 功 ，成 为 我 国 援 非 农 业 项

目。张家口市农科院专门成立了“国际杂

交谷子培训中心”，向全球推广介绍“张杂

谷”种植相关技术知识。如今，非洲的土地

上，经常出现赵治海忙碌的身影：有时在纳

米比亚农区指导播种，有时在布基纳法索

农场指导授粉，有时到尼日利亚农业研究

室进行交流。

“ 人 的 一 生 总 要 有 不 懈 追 求 的 目 标 。

作为一名农业科研工作者，我追求的并不

是自己取得多么伟大的成果，而是科研成

果能够为国家作多少贡献，能够惠及多少

人。”赵治海说，“谷子是我的梦，在这条路

上，我永远会以百分之百的信念去尝试百

分之一的可能。”

赵治海与团队青年科研人员交流谷子生赵治海与团队青年科研人员交流谷子生

物育种技术物育种技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张杂谷张杂谷””试验田试验田。。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长势喜人的长势喜人的““张杂谷张杂谷””谷穗谷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列尾作业员王强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列尾作业员王强

正在运送列尾装置正在运送列尾装置。。 李振鹏李振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