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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张杂谷”播种到非洲的河北人
——记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农技推广研究员章彦俊

尚义县套里庄乡

206户贫困户
依托公益岗位脱贫

高速公路网络日渐形成 年底全面跨入高铁时代

张家口借力冬奥立体交通网提档升级

怀来

已承接京津合作项目135个

本报讯（通讯员刘燕）三条高速公
路通车、四条高速铁路年底竣工、宁
远机场年底完成改扩建、氢燃料公交
运行⋯⋯近年来，伴随着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的脚步临近，张家口市交通运输
领域借力冬奥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
立体交通网提档升级。

冬奥助推高速公路网络形成。日
前，北京冬奥会保障项目，延崇高速河
北段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中，预计今
年底可实现竣工通车，届时不仅将成为
张家口市与北京连接的第三条高速通
道，而且北京到崇礼场馆间距离缩短至
80 公里，节省约 3 小时车程。去年年底，
太行山高速公路京蔚段竣工通车，使张
家口到石家庄的高速公路里程缩短130
公里，大大节约了通行时间。今年 4 月，

京新高速公路胶泥湾至西洋河（冀晋
界）段通车，使京藏、京新两条国家高速
公路分置洋河南北两岸，实现两条国家
高速公路的分线设置和功能分担，成为
张家口市连接首都北京的第二条高速
公路大通道。同一天，二秦高速公路康
保（冀蒙界）至沽源（张承高速）段通车，
结束了康保县不通高速的历史。

不仅如此，京蔚高速公路西段（张石
高速蔚县支线）已完成总量的90%以上。
京尚公路张北至冀蒙界段正在积极解决
征地拆迁工作。张涿—京张高速联络线

（张涿高速北延）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
作已经全部完成。上述项目全部建成后，
张家口市将形成“五横二纵一线”的高速
公路网，通车里程达到 1400 公里，位居
全省前列，实现县县通高速目标。

冬奥助推全面跨入高铁时代。目
前，张家口市已建成并运营的铁路包
括：张唐铁路、张集铁路、京包铁路、丰
沙铁路等，境内通车总里程 776 公里，
均为国家一级铁路。如今，张家口市正
在同时加紧建设京张、崇礼、张呼、张大
等 4 条高速铁路。今年底张家口将全面
跨入高铁时代，推动张家口成为东临环
渤海地区、西接大西北地区的区域铁路
客货运输中心。届时在该市区域形成京
西北高铁枢纽，将西北地区与京津冀区
域通过高铁紧紧连接在一起。

冬奥助推公共交通跨越发展。随着
冬奥会筹办工作的深入，对于张家口市
城市公共交通提出了更高要求，2018年
张家口市被确定为我省优先发展公共
交通示范城市，公交事业将进入加速发

展期。
随着创建国家“公交都市”的全面

实施，张家口市公交车开始全面向新能
源领域迈进。2018年购置纯电动公交车
76 部，购置氢燃料公交车 74 部，氢燃料
公交车已成为该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同时，该市公交车支付领域全面跨
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不仅“交通一卡通”
使用率达到 30%，而且微信、支付宝、云
闪付等手机APP支付也实现全覆盖。

在公交网络布局和信息化方面，
2018年张家口市首条大站快线K1公交
线路投入试运行，市中心城区14条公交
线路全部延长夜间运营时间，优化 6 条
公交线路。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占机动化
出行比例达到 30.4%。2019 年 4 月，首
都机场至张家口省际客运班线开通。

□通讯员 院玉顺 记者 李艳红

近日，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农技推
广研究员章彦俊再次踏上了为期 3 年
的援非之旅，临行时，随身带着他的

“宝贝”：小型人力播种机、小米育种材
料、“张杂谷”种子等。从 2013 年以
来，章彦俊 5 年先后两次承担援非任
务，而此次已是他第三次踏上非洲的
土地，去帮助非洲人民种植“张杂谷”。

最熟悉“张杂谷”的农技推广人

章彦俊今年 53 岁，是下花园区农
业技术推广站的研究员，从事农业技
术研究推广工作已有 20 多年，在下花
园区大面积推广种植“张杂谷”，是最
熟悉“张杂谷”的人。

下花园区属山区半山区、干旱半
干旱地区，土生土长的章彦俊一直在
研究，如何能够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
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张杂谷”是张
家口市农科院研究的世界上产量最高
的杂交谷子品种，具有根系发达、抗旱
性强、适应性广的特点，恰恰适合这里
的地理条件，他把种植“张杂谷”作为
促进当地增收的首选。

2000 年起，章彦俊在下花园区农
业推广站开始推广种植“张杂谷”。
2007 年，下花园区武家庄村 320 亩杂
交谷子平均亩产达到 680 公斤，农民
武尚金种植的“张杂谷 5 号”谷子创出

了亩产 810 公斤的全国最高纪录，是
传统谷子的2倍多。随后几年，在章彦
俊的主导下，下花园区逐年扩大“张杂
谷”的种植面积。如今，该区的“张杂
谷”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两万余亩。

两次去非洲推广“张杂谷”

近年来，随着“张杂谷”获得国家
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肯定，向非洲推
广杂交谷子项目上升为国家计划。在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张家口市农科院
从 2008 年开始派专家到尼日利亚等
国试种杂交谷子。有着丰富经验的章
彦俊，成了张家口市第二批派往尼日
利亚推广种植“张杂谷”的农业技术推
广专家。

2013 年 8 月，章彦俊带着“张杂
谷”种子，首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在
非洲尼日利亚瓦瑞农场开启了他推广

“张杂谷”的征程。到达尼日利亚后，
章彦俊和同事克服气候差异大、高原
反应、食宿不便利等困难，对当地农业
生 产 条 件 进 行 了 全 面 细 致 的 调 查
研究。

章彦俊的主要工作是推广杂交谷
子优良品种，开展课堂培训和田间示
范，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力和粮食
安全水平。“在尼日利亚，我每天早上
都是五六点钟起床，到地里翻土、施
肥、灌溉⋯⋯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每
一天过得充实而忙碌，为以后谷子的

研究和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章彦
俊说。

在尼日利亚，一年可种植谷子2至
3茬。章彦俊在2亩地上，播下了近30
种杂交谷子品种。他说：“白天，我一
起床就到地里记录每株谷子的生长情
况，包括生长高度、每片叶子的长度宽
度等，晚上就研究白天记录的数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底，章彦
俊终于确立了两种比较适合当地生产
的谷子品种，并逐渐扩大了种植规模。

2017 年 1 月，章彦俊第一次援非
任务结束，当年3月便又接到了新的任
务，开启了第二次的援非之旅，到埃塞
俄比亚帮助种植推广“张杂谷”。

在埃塞俄比亚推广“张杂谷”的工
作中，从试验示范到高产创建，再到较
大面积示范推广，不断取得成功。农
场的员工以及周边的农民看到成熟的
谷子后，陆续上门请教种植技术，章彦
俊一概耐心并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
他们。

“张杂谷”惠及非洲6.3万人

两次援非工作中，章彦俊从培养
非洲当地百姓新的农业理念入手，逐
渐让他们认识现代农业的优势，手把
手地教他们杂交谷子的种植及田间管
理。5 年来，通过章彦俊等人的努力，
使得被援助地区的杂交谷子产量大幅
提升。

援非期间，章彦俊利用农闲时间
还先后到马里、乍得、肯尼亚、利比里
亚等近 10 个非洲国家，考察那里的土
壤气候条件，为推广和种植杂交谷子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章彦俊根据非洲各地不同情况，
建立了“张杂谷”示范基地或示范农
场，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了
农业科研，使杂交谷子在非洲的种植
面积达到4万亩，惠及人口6.3万人，为
消除非洲部分国家的人口贫困作出了
贡献。并且，通过他的努力，筛选出了
适合非洲种植的 6 个谷子品种。2018
年，在非洲共建起了 15 万亩的谷子示
范田，完成了25万公斤的谷子制种。

今年，章彦俊踏上了第三次援非
之旅，此行是到非洲布基纳法索开展

“张杂谷”的科研示范及产业化工作。
虽远离祖国、亲人，章彦俊却对眼前的
工作充满信心，他说，“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大有可为，尤其是‘张杂谷’，从气
候、土质等条件和特点来说，比较适合
非洲种植。希望多帮助非洲人民种好

‘张杂谷’，提高产量，改善生活。”
由于事迹突出，章彦俊个人先后获

得“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全国粮
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等荣誉
称号。2017年 10月，中央文明办举办
的10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
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章彦
俊作为敬业奉献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系张家口市唯一上榜的典型人物。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张 凤 天
记者李艳红）尚义县套里庄乡
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多元
化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趟出
了一条以岗位促就业、以就业
促增收、以增收促脱贫的链条
式扶贫新路径，有效激活了贫
困群众的自我脱贫能力。目前，
全乡开发各类农村公益性岗位
8 大类，帮助 1960 个贫困人口
实现就业。

壮大集体积累，增强扶贫
造血功能。增加集体收入，壮大
村级积累是推行公益性岗位扶
贫的前提条件。近年来，套里庄
乡党委、乡政府坚持用好用活
各项扶贫优惠政策，充分挖掘
乡域资源优势，积极支持引导
贫困村争引项目、发展产业。到
目前，全乡引进光伏发电、白羽
肉鸡、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等各
类项目15个，实现了10个行政
村扶贫项目、扶贫产业全覆盖。
2018 年，全乡村级集体资产性
收益达180万元，为开发公益性
岗位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

开发公益性岗位，搭建就
业增收平台。套里庄乡从既增
加贫困户家庭收入、又推动农
村公益性事业发展的双重需求
考虑，因村制宜、因事设岗，全
方位开发村级公益性岗位。目
前，全乡已开发涉及生态环保、
森林防火、拦河护坝等公益性
岗位 8 大类。在公益性岗位人
员安排就业上，将老、弱、病、残
劳动力家庭贫困户、“两头边缘
户”优先纳入公益性岗位就业
范围。

创新分配机制，激活脱贫
内生动力。套里庄乡以开发农
村公益性岗位为抓手，积极引
导贫困户转变观念、树立信心，
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劳动收入，
实现自我脱贫。乡政府制定了
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公益性岗
位全面推行以事定人、以量定
工、以工取酬、能者多劳、绩效
挂钩、差异化管理的利益分配
机制。激活了贫困群众自我脱
贫内生力，目前全乡已有 206
户贫困户依托公益岗位脱贫。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曲 志 忠
记者李艳红）近日，历经 11 天
艰苦奋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重点配套工程——崇礼铁路正
盘台隧道铺轨完工，为年底实
现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隧
道也是京张高铁、崇礼铁路里
程最长的隧道。

崇礼铁路全线铺轨工程由
中铁二十局负责承建，线路南
起京张高铁下花园北站、北迄
崇礼区太子城站，设计时速每
小时 250 公里，同时也是京张
高铁支线工程。正盘台隧道全
长 12.974 公里，属单洞双线隧

道，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洞
内有千分之三十连续上坡铺
轨、通信信号不足等施工难题。

中铁二十局二公司崇礼项
目铺轨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条隧道的曲线半径是 4500 米，
为解决隧道坡度大的技术难题，
技术工人通过改进铺轨机组大
坡度施工动力车设备、钢轨下方
增加滑轮等举措克服了原有铺
轨机组动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克
服困难，已顺利完成隧道铺轨。
崇礼铁路全线铺轨里程 104.58
公里，已完成铺轨86公里，占全
线铺轨总量的80%。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杨 小 飞
记者李艳红）近日，张家口市宣
化区纪委监委组织召开专门会
议，将集中利用两个月时间，在
全区范围内大力开展“私车公
养”问题专项治理。

为使专项治理取得实效，
该区纪委监委及时成立相关领
导机构，制定印发《宣化区“私
车公养”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
案》，要求全区各单位、各部门
在规定时间内认真排查在公务
加油卡管理使用等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并按照要求及时上
报整改进度。

为从源头上规范公务用车
管理使用、杜绝“私车公养”问
题发生，该区纪委监委责令区
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公务用车

租赁服务平台建设，完善财务
报销、车辆派遣、费用核算等制
度，并围绕“使用、停放、费用、
事故处理”等方面内容，对全区
一般性公务用车的日常管理使
用作出明确规定。

此外，该区将对全区重要
岗位股级以上 （含股级） 干部
私车信息进行摸底登记，建立
私车档案，并通过采取比对燃
油账目、定期巡查等方式，持
续查找燃油费用开支与单位汽
车编制、行车里程不成比例等
问题。对于被发现后仍然发生

“私车公养”行为的，除依规
依纪追究当事人责任、追缴以
公款报销的费用外，还将严肃
追究所在单位主要领导的主体
责任。

本报讯（记者李艳红）随着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
施，怀来县抢抓机遇，吸引了
一大批京津企业前来落户发
展。截至目前，该县已承接京
津合作项目 135 个，涉及多个
领域，投资环境日趋成熟。

近 年 来 ， 怀 来 县 县 域 经
济不断发展，该县利用毗邻北
京的优势，紧抓京津冀协同发
展机遇，加快与北京产业对接
步伐，先后培育了以信息技术
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以航

空产业为重点的高端装备制造
业和以葡萄产业为重点的文旅
和康养产业。目前，该县已承
接 135 个京津合作项目，其中
35 个项目已完工或者基本完
工，总投资 760 多亿元。在建
和前期项目 100 项，合同引资
1500 多亿元。据介绍，近年
来 ， 该 县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速 、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增
速、服务业投资增速三项指
标，在全省同类县区中均名
列前茅。

本报讯（记者李艳红 通
讯员靳磊）近年来，崇礼区将农
村致富带头人队伍建设作为抓
党建促脱贫的重要抓手，实施
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工程，不
断提升农村党员干部创业带富
能力。截至目前，第一批接受培
训的 38 名致富带头人通过发
展产业吸收 1564 户贫困户入
股，救助贫困户12户。

崇礼区针对农业产业化程
度低、亟须锻造一批新型职业
农民的实际，严格选拔范围和
选拔程序，将蔬果花卉种植、中
药材种植等地方主要农业产业

作为选拔范围，按照每个乡镇
均有培养对象的选拔标准，确
定了第一批 38 名培养对象。该
区精准施教，通过组织专家到
研习班集体授课、集中到学员
所在乡镇实地指导的方式，逐
步形成“一个产业+一批专家”
的学习机制，提高了培训的精
准度和实效性。

此外，崇礼区始终把党建
工作嵌入致富带头人培养工
程，努力带出产业带头人和党
建带头人两支队伍。在 2018 年
的村“两委”换届中，38 名学员
中有21人进入村“两委”班子。

宣化区

开展“私车公养”专项整治

崇礼铁路最长隧道铺轨完工

崇礼区

实施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工程

近日，怀来县古竹乐器厂
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手工葫芦丝
副管加工。怀来县古竹乐器厂
是一家专门生产传统民族乐器
的厂家，其生产的葫芦丝、埙、
长笛等传统民族乐器均为纯手
工制作，受到国内外市场的青
睐。该乐器厂创始人刘振敏、
张科举夫妇还被张家口市人民
政府命名为第二批“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埙制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

通讯员 孙慧军
记 者 李艳红摄

【人物名片】

2017年10月，中央文明办举

办的 10 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

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

交流活动，章彦俊作为敬业奉献

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是张家口

市唯一上榜的典型人物。2013

年以来，章彦俊与同事们根据非

洲各地不同情况，建立了“张杂

谷”示范基地或示范农场，使杂交

谷子在非洲的种植面积达到 4 万

亩，惠及人口6.3万人。章彦俊还

先后获得“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

头人”“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

业科技人员”等荣誉称号。

章 彦 俊
（左）在尼日利
亚的瓦瑞农场
指导当地农民
种植技术。

（资 料 图
片）章彦俊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