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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月就要退休的郭继勇，
完全没有人们印象中的准退休状
态， 反而更加忙碌了。 他几乎每
天都要跑监测站点， 有的时候甚
至连口水都喝不上， 但他从不觉
得累， 依然坚守一线。

临近退休再挑重担

1983年入职的郭继勇， 专注
于空气质量监测工作整整32年，
见证了北京空气质量监测从无到
有的风雨历程。

去年， 郭继勇被委以重任，
负责北京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
络升级项目中固定监测站的设
计、 新建工作。 这项工作对于一
个年近60岁的人来说， 担子着实
不轻。

北京市的自动监测网络是
１９８４年建立的。 由于技术问题 ，
当时每个站点外到站房、 内到设
备， 都是从美国、 法国等国家进
口的。 随着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的发展， 一系列国家环境监测
标准及技术规范的颁布与实施，
原有网络已不适应当前环境空气
质量自动监测的要求。 郭继勇于
2014年开始组织自动监测室技术
骨干， 对现有的国内自动监测系
统的监测子站站房现状进行了全
面调研， 结合目前自动监测的需
求及未来的发展 ， 亲自实地考

查 、 分析现有使用站房的优缺
点、 提出具体设计思路、 绘制初
始设计图纸， 主导对监测子站站
房的结构 、 材料 、 布局 、 新技
术、 信息化的应用设计。

跑站选点走遍京城

2015年， 北京市空气质量网
络升级项目启动， 该工作进入实

施阶段， 郭继勇和他的同事们经
过无数次的论证、 改进， 使新设
计的站房具有整体吊装、 长途运
输、 布局合理、 可扩展、 多项智
能控制、 安全防护、 便于维护等
功能。

整体站房完全符合国家环境
保护部颁布的相关技术标准， 并
获得多项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
具有自主创新的实用新型国家专

利， 已获授权与正在申请的专利
项目近20项。

此次监测网络升级将会新建
28个监测站点。 其中站点的选点
工作耗时长 ， 工作量大 ， 难度
高， 不确定因素多。 为此， 郭继
勇跑遍了北京的各个区县， 经常
一上班就出发去选点， 到了下班
时间也不一定能回来。

除选点工作外， 对每个新建
站点的基建、 站房吊装、 设备安
装等工序， 郭继勇都会提前安排
并到现场组织， 处理现场出现的
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问题。

“要有主人翁精神， 我们对
环境监测要有使命感， 同时对我
们自己孵化、 培育的产品更要有
责任感。” 郭继勇说。

难点问题现场解决

郭继勇印象里最辛苦的一次
吊装是 2016年 4月 1日那一天 。
“愚人节确实把我 ‘愚 ’ 了一
把。” 他自嘲着说。

选点位置在通州一幢建筑的
楼顶， 吊车需要将站房提到15米
左右 。 一切工作均提前部署完
毕。 但当天早上吊装点位地区刮
起五六级风 ， 吊装容易出现危
险。 接到点位所在管理单位建议
临时取消任务， 但承接建设站房
单位已于清晨出发， 难以更改时

间， 且受工期限制， 郭继勇决定
还是趁当天风力减弱时吊装， 并
做好了全天候的准备。

只身到达现场后， 他发现基
建部位按承接单位要求进行了改
动， 吊车司机进行了实际操作尝
试， 无法进行站房安装， 工作一
度陷入僵局。

在全面考量该站点的实际情
况后， 郭继勇提出此站点采取实
地现场施工建造站房的方案， 并
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转场， 将该站
房运输至几十公里外的顺义一处
基 建 具 备 站 房 吊 装 条 件 的 站
点 。 工期没有耽误 ， 工钱没有
白费。 这也是他第一次脱离厂房
稳定环境， 现场建造站房的大胆
尝试。

那天， 郭继勇独自一人， 一
大早就出发， 到下午6点多才回
到 单 位 ， 根 本 没 有 吃 饭 的 时
间 ， 全天仅喝了两瓶矿泉水。 “干
活儿遇到疑点 、 难点就得这么
干！” 郭继勇说， “现场环境条
件变化时， 就需要你做决定， 不
仅要有经验， 还要有魄力， 要能
承担责任。”

马上退休了， 新的监测网络
升级工作也接近尾声了， 郭继勇
打算把收尾工作做好。 “我知道
的， 能伸把手的， 还要主动的、
尽心尽力的去做， 这样我就能踏
实回家了。” 郭继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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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记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自动监测室副主任郭继勇
临近退休 他依然坚守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