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处环境执法一线
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主任科员

□本报记者 孙艳

有一种蓝天， 叫 “北京蓝”；
有一种碧水， 叫 “北京绿”；
在每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里 ， 您可

曾想到 ， 这一切优美的背后 ， 是一群幕
后英雄在默默守护。

为了每一份环境数据准确 ， 他们爬
高梯、 上尖峰；

为了每一个生态隐患确保排除 ， 他
们没日没夜， 严防死守；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 首都生态
环境守护人。

近日 ， 午报记者走进北京市生态环
境 局 ， 近 身 采 访 了 这 群 忠 诚 的 环 境 卫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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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工程师

□本报记者 张晶

邬晓东

一丝不苟确保
每份监测数据准确

他曾经是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的理科才子。
如今， 他是战斗在北京生态环境执法一线的卫士。
登高爬梯， 彻夜蹲守抓现行， 连续作战不休息，
两年的 “新兵” 迅速转变角色， 为打赢首都污染
防治攻坚战时刻准备 “战斗”。 他叫李彬， 在家里
是两个可爱宝贝的好爸爸。 工作中， 他完全转变
角色， 成为环境生态铁军的一分子。 今年1月至8
月 ， 北京市PM2.5累计浓度为42微克每立方米 ，
同比下降14.3%。 这背后， 离不开北京市环境监察
总队持续加码的工作， 在黑夜里、 高温下、 寒风
中的责任与坚守， 李彬就是其中一位。

2009年，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毕业的李彬
来到房山区环保局负责环评审批工作， 2017年遴
选到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 这一年， 正好是2017
年 “两高”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和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正式实施。 被誉为打击环
境违法犯罪的 “利器”。

面对新时期赋予的新使命， 彻夜蹲守抓现行、
连续作战不休息， 战严寒、 斗酷暑成为了市环境
监察总队工作的常态。 这两年来， 全时执法、 热
点网格、 “点穴” 执法……市环境监察总队紧跟
时代要求， 积极主动作为， 探索新的执法模式，
全员不但工作强度大， 还要有非常强的适应新形
势的能力。

还记得2018年5月， 市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在全
市范围内探索开展 “点穴式 ” 执法检查 ， 锁定
PM2.5排名靠后的街乡镇。 李彬和另外两名同事

组成小组到房山区大石窝镇去 “把脉问诊”， 调查
发现， 这个与河北交界的镇域内， 竟有十多家砂
石料厂。 为了躲避执法， “移动的砂石料厂” 早
已形成规模。 由于处在交界处， 北京的执法部门
来检查， 就说自己是河北的企业， 而河北的来检
查， 就说是北京的。 这种和执法人员 “打游击”
的战术， 即便是连续5天的白+黑检查， 仍让执法
队陷入僵局。 最终， 通过京津冀联合执法， 才把
难题攻克。

虽然每月一次的 “点穴” 检查， 经常是一个
星期不能回家， 但李彬心里特别清楚， “点穴”
执法切实帮助街乡解决了 “最后一公里” 突出的
环境问题， 也正是这种有效的执法手段， 让李彬
亲身感受到了， 这支敢于担当责任， 积极开拓创
新的执法队伍， 通过积极探索新的执法模式， 有
效捍卫了环保法律尊严， 打赢首都污染防治攻坚
战扛起了冲锋大旗。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 作为其
中的一员，李彬早已做好了准备，随着北京大气污
染治理的力度越来越大，工作会越来越繁忙，同时
对执法人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学
习新法律法规、新标准，思考尝试新的工作模式，力
求不断创新，才能让执法工作更有成效。

在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线上， 有这么一
群专业技术人员， 高空中有他们战斗的身影， 黑
夜里有他们坚守的背影； 他们攀爬得了几十米的
烟囱， 又驾驭得了高精尖的仪器； 他们顶着风雨
走过了春夏， 迎着风雪度过了秋冬； 在北京16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他们就是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现场监测室的
一群 “特殊” 的战士， 近日， 记者采访了其中一
名战士———邬晓东。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 邬晓东就报了两个专业，
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 毕业后， 他在这个领域干
了下来。 邬晓东说， 刚到工作岗位时， 他有点不
适应和不甘心， “工作特别辛苦， 要天天提着箱
子爬烟囱。” 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后， 他渐渐发现这
份工作值得他付出。 “现在， 我主要负责现场监
测和应急监测。 我们的工作是环境监测的最前沿，
更是环境管理的眼睛。” 而今工作已经5年的邬晓
东骄傲地说道。 “记得刚来时， 我负责的一个监
测口在40多米高的烟囱上， 最初我还有点恐高，
即便有楼梯也要双手抓着才敢往上爬， 装有监测
设备的箱子只能麻烦同事帮着提， 爬的次数多了
以后， 我开始敢一只手扶着， 一只手拎箱子爬，
到最后， 我已经能做到不用扶， 两只手拎着箱子
往上爬， 回想起来， 我很感恩这份工作给了我历
练的机会， 让我能够不断突破自己， 做到更好。”
邬晓东说到。

在一个空气重污染预警的夜里， 监测中心配
合监察总队对郊区两家水泥厂的应急预案执行情

况进行突击检查。 在执法监测中， 邬晓东和同事
现场对尾窑烟气进行手工监测， 检测结果表明，
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均未超标。
邬晓东说， 像这样的夜间执法监测是他们现场监
测室最普通的工作之一， 完成现场监测任务时，
往往已经是凌晨。

体力的付出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更重要
的还有对脑力的考验。 “对监测过程中采样点位
的选择， 都需要仔细确认。” 邬晓东说， 在工作
中， 他们坚持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组监测
数据， 确保每个数据都能够全面准确并具有代表
性。

“我们监测中心的任务就是为环保执法提供
有力及时的技术支持。 由于工作需要， 我们经常
会在空气重污染时在户外、 有污染源的地方工作，
但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 就算再辛苦， 我们也心
甘情愿。” 邬晓东说， 通过这几年数据的横向对
比， 我们可以看到， 北京蓝天天数越来越多， 他
经常会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人在晒 “北京蓝”， 每
当这时， 他就会骄傲地和亲朋说： “看， 这里面
有我们的贡献！”

邬晓东表示， 他和同事们都有很大的信心，
把蓝天保卫战中的每一个任务完成好， 把更多的
蓝天奉献给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