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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监察科副科长

□本报记者 孙艳

苏学田

北京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调查处置科科长

□本报记者 陈曦

顾勇

勇闯应急前线 危难之际显身手

炼就“火眼金睛” 开发执法神器

今年39岁的苏学田退伍后加入生
态环境系统， 深扎一线执法岗位， 一
干就是11年， 敢于创新的他已经混成
了 “老环保人 ”， 但他说 ， 作为一名
环保人， 自己正青春。

根据北京市新一轮的细颗粒物
（PM2.5） 源解析最新研究成果， 移动
污染源占比高达 45% ， 是北京本地
PM2.5的第一大来源 ， 其中在京行驶
的柴油车排放占比最大。 为此， 生态
环境部门近年来以重型柴油车为重
点， 加大力度开展移动源执法。

每天早上， 在全市38个主要进京
路口检查站， 都有身着黄色反光制服
的生态环境执法人员穿梭在车辆之
间， 而这其中 ， 就有苏学田的身影 。
很多时候， 检查站点都距离单位比较
远， 苏学田都是早上到单位后， 尽快
换上工作服赶往各个检查站。 苏学田
说， 最远要到距离市区190多公里的司
马台综合检查站， 如果再检查下一个
点位往返车程就接近500公里。 往往
这一天下来， 早上六点多出门， 晚上
八九点钟还回不到家。

干得年头多了， 积累的检查经验
就越丰富， 苏学田早已练就了一双火
眼金睛 ， 基本上这辆车还未到跟前 ，
就能初步判断出是否超标。 由于常年

的接触汽车尾气， 苏学田的鼻子患上
了严重的鼻炎。 检查汽车尾气要将仪
器伸入排气口， 连踩三次油门进行测
试， “轰” 的一声， 一些超标车辆瞬
间冒出的尾气熏得人睁不开眼， 苏学
田说 ， 每次检查完鼻腔里都是黑的 ，
嗓子也很不舒服。

为了提高移动源执法效率， 促使
了敢于创新的人去改变原有的执法模
式。 2018年以前， 机动车排放执法工
作全靠人工手写记录， 人工判定检测
结果， 人工统计的执法模式已经无法
适应繁重任务的需求， 庞大执法数据
急需信息化支撑。 作为科室负责人之
一， 苏学田牵头开发了全国第一款机
用于机动车排放监管的动车执法APP。
实现了从人工判定、 人工统计到自动
判定、 自动上传、 自动统计、 云存储
的跨越式发展， 检查数据形成了完整
的数据链条， 各种检测数据可以实时
进行数据共享和有效分析。 执法APP
强力支撑了全市机动车排放执法检查
工作。 2018年全年共检查柴油车220万
辆， 处罚排放超标车32万辆， 处罚量
是2017年的5.6倍。

有了大数据库 ， 那些 “屡教不
改” 的超标车辆难逃法网。 苏学田介
绍， 有一辆车一年中被查出超标64次，

相当于不到一个星期就被记录一次 。
对于这类超标车， APP都会记录在案，
成为重点监管对象， 执法人员则会入
户对车进行复检， 直到车辆排放达标
为止。

2018年， 共有17万多辆车被查处
后进行了整改， 最终由排放不合格到
排放合格 ， 从而退出了 “黑名单 ”，
真正达到了减排的目的。

如今 ， 咱北京的蓝天越来越多
了， 空气质量明显好多了， 苏学田最
爱看朋友圈有人晒蓝天， “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马上我就到了四
十不惑之年， 虽时光飞逝， 好在青春
正在， 蓝天保卫战激战正酣， 为了老
百姓更多的获得感， 为了子孙后代的
蓝天白云， 我们再出发， 再立新功。”
苏学田说。

2008年， 顾勇脱下穿了14年的军
装， 从某防化部队转业至北京市生态
环境部门。 虽然身份发生变化， 但是
好在专业方向一致， 他很快适应了新
工作。 2013年， 北京市环境应急与事
故调查中心刚刚成立， 急需一批工作
认真、 勇于担当的人手， 顾勇就调到
了这里。

“我现在主要负责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准备 、 应急响应和事后恢复工
作。” 顾勇简单介绍说。 可是熟悉这个
行业的人都知道， 因为面对的大多是
突发事件， 又是直接在一线， 这可是
一个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往往来势凶猛， 毫
无征兆。 作为现场处置负责人， 顾勇
必须随时保持高度警惕， 无论是平日
还是节假日 、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
“接警就是命令， 事故现场就是战场。
我要求自己 ， 一旦有突发环境事件 ，
必须第一时间赶赴事发地 ， 靠前指
挥。” 他斩钉截铁地说。

有一次， 北京远郊区某危险化学
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接到通知
后， 顾勇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并赶赴
现场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那是个周五的下午， 正好赶上晚
高峰。 他到达现场的时候， 情况十分
危急 。 熊熊大火还没得到有效控制 ，
滚滚浓烟伴着刺激性气味正在产生 ，

风向却一直在变化， 最危险的是二次
爆炸随时可能发生。

“进一步了解情况后， 我当机立
断提出对周边空气进行实时监测、 对
消防退水筑坝拦截、 对含油废水投放
吸油毡吸附等一整套应对措施， 并协
调相关部门组织实施。 经过10多个小
时的奋战， 终于有效控制了事故对环
境造成的影响。” 顾勇说。 工作结束后
到家， 他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

其实， 类似这样的突发环境事件，
顾勇任职以来， 已经调度处置了200多
起， 参与现场处置50余起。 无论是安
全生产事故、 交通事故， 还是其他原
因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 无论情况多
么复杂， 事态多么危险， 他都始终保
持这份担当。

“虽然我们经常处理环境应急事
件， 但是环境安全还是应该以预防为
主 ， 将风险关口前移 ， 防范胜于救
灾。” 顾勇介绍说。 工作中， 他精心组
织 ， 认真摸排全市环境风险源清单 ，
分类建立风险台账， 全市哪个区哪家
企业有什么风险在他心中都清清楚楚。

2015年， 在对开发区某风险企业
检查过程中， 顾勇发现该企业使用的
液氨储罐无任何环境安全防范措施 ，
直接放在了生产车间， 存在极大的环
境安全风险。 他立即向企业负责人指
出问题的严重性 ， 并责令企业整改 ，

将液氨储罐安放到专门空间， 并加装
喷淋装置、 设置围堰等防范设施， 及
时消除了环境安全隐患。

近年来， 水环境安全也备受百姓
关注。 为了预防北京市水环境污染事
件发生， 顾勇一直在积极探索流域水
环境安全的管理模式 。 从2014年起 ，
他就开始带领同事， 采取徒步行进的
方式， 对清河流域、 通惠河流域、 龙
河、 凤河流域 （北京段） 等进行摸查。
他们克服了夏日酷暑、 蚊虫叮咬等困
难， 对近百公里河道两侧的排污口都
进行了逐一登记标注， 做到了河道两
侧的风险源情况明、 底数清， 形成了
一流域一对策的详细报告。

在环保战线上工作11年， 顾勇一
直保持着严谨的工作态度， 时常会进
入 忘 我 状 态 ， 还 经 常 深 入 各 类 行
业 、 领域开展调研工作， 因为要求自
己的调研数据必须准确、 可靠、 全面，
他经常一去几天 。 一次 ， 他在房山
区某化工园区调研， 园区内90%都是
化工企业， 他在那足足工作了10天才
回家。

“这些年 ， 首都经济高速发展 ，
首都人民对美好环境也有了更多期盼。
我个人的得失并不重要， 我们使用科
学方法， 预防环境事件发生、 有效控
制突发事故对环境的影响， 守护好北
京的蓝天才最重要。” 顾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