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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常年工作在环保
基层，奋战在监测一线，默默无闻地干着常人
眼中单调而又乏味的活——采样、分析、出数
据、写报告。然而，他们却把这些常人看来单
调而又乏味的活做出了滋味，做出了成绩。
他们对工作的辛勤付出，为环保事业的高楼
大厦筑起了坚固的基石。他们就是上海市奉
贤区环境保护监测站以翁一峥、任紫春、梁
星、蔡彧为代表的标兵们。

业精于勤——勤奋、刻苦，对事业
孜孜不倦的追求是这些标兵的闪光点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这 句 诗 最 能 诠 释 翁 一 峥 的 敬 业 和 勤 奋 ，他
19 岁就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如今年届退休的他依然工作在监测一线。

现场监测可不是什么轻松的活，又苦又
累，需要任劳，还要任怨。敬业的翁一峥总是
冲在第一线。尤其是在担任奉贤区环境监测
站水质室主任职务期间，更是身先士卒。无
论严寒酷暑，哪里最累、最苦，哪里就有他的
身 影 ，敬 业 的 工 作 状 态 感 染 了 身 边 的 每 一
个人。

翁一峥不仅室外监测时抢在前面，实验
室里也积极承担相关工作。当时，水质室的
工作涵盖现场采样、分析以及出报告的全过
程。每周仅化学需氧量一个项目，水样数量
就在上百份以上，水样堆积如山。翁一峥他
们的工作节奏基本上是上半周采样，下半周
分析、出报告，一周都忙个不停，几乎没有休
息的时间。

在翁一峥的带领下，水质室的同事们小
到常规检测，大到环境评价，都勤勤恳恳、按
时按质完成。有一次，监测需要取海水的样
品，翁一峥带领两名同事乘小帆船出海，风大
浪大，船头船尾上下颠簸，让人头晕眼花，但
翁一峥硬是坚持了下来，把样品采集回来。

毕业于同济大学环境工程系的蔡彧，刚
到单位就进入现场室工作。因为工作的原
因，他往往需要在最炎热的七八月份顶着骄
阳在大马路上监测汽车尾气。曾经一段时
间，因为受到监测仪器的限制，他还需要整个
人趴在地上采样，又脏又累，不一会儿工夫衣
服就湿透了。但是，蔡彧总是咬紧牙关，等衣
服干了又继续干，从未说过一句怨言。

实验室分析工 作 讲 究 严 谨 认 真 ，一 丝
不 苟 。 在 这 方 面 ，任 紫 春 堪 称 典 范 。 实 验
室 里 的 他 身 披 白 大 褂 ，手 着 橡 胶 手 套 ，口
戴防毒面具，给人的感觉十分踏实。

奉贤区辖内有不少电镀、电池生产厂家，
排放的废水废气等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
素，环保部门对这些企业的金属排放标准特
别严格。一旦发现超标，企业不仅会面临高
额罚款，还可能面临刑事诉讼，这对检测金属
项目的准确度有了相当高的要求。

对此，任紫春一旦遇到排放限值附近的
样品，都会多次比对，反复测试，不放过一个
超标数据，也不冤枉一个合格样品。他常对
年轻同志说：“做实验一定不能怕麻烦，当你
在报告上签名的时候，就意味着要对数据负
责，对监测站负责，对自己负责。”

2015 年 4 月，在一次镍检测过程中，新
来的工作人员使用了存在异常状况的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进行样品测定，但在分析过
程中没有意识到仪器的异样。任紫春在审阅
检 测 报 告 时 ，一 眼 就 发 现 了 实 验 数 据 的 异
常。他二话不说，马上开始了数据异常的原

因排查。通过追溯实验过程和检查实验仪
器，他先是排除了操作者自身的问题，后又通
过变化灯电流、气体流量和光路，最后发现数
据异常原来是镍灯的使用寿命到期导致的。
很快，任紫春就带领同事更换了设备，整个过
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事后，那位新人对任
紫春十分佩服。

分析室副主任梁星也是一位业务标兵。
她有着过硬的业务技术、严谨的作风以及科
学的态度，解决过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为站里
监测能力的提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阴离子的实验项目是分析项目中实验
步 骤 最 为 繁 琐 、耗 时 最 长 的 项 目 之 一 ，并
且 实 验 中 使 用 的 萃 取 溶 剂 是 有 较 大 毒 性
的 三 氯 甲 烷 ，接 触 到 皮 肤 有 强 烈 的 灼 烧
感 ，还 很 容 易 腐 蚀 衣 物 ，很 多人都不愿意
接手。

刚 进 分 析 室 工 作 的 梁星主动把阴离子
的实验项目承担了下来。阴离子实验一直采
用萃取法，对样品萃取次数要求严格，正因为
此，萃取效率不高，往往耗时较长。但如果省
略萃取次数，就可能对数据准确性造成影响。

为了保证阴离子曲线的准确度，梁星特
意增加曲线点，严格按照国标每个样品萃取
6 次。几十个待检测样品，往往需要非常长
的时间才能得出数据。

那段时间，同事们经常在午休时间看到
实验室里全副武装的梁星认真专注地摇着瓶
子进行萃取。有人劝她不用那么费心，因为
手工萃取本身就不容易做到精准，梁星总是
回答说“再试试，再试试。”当她最终摇出一根
相对完美的曲线时，大家都佩服地竖起了大
拇指。

业成于学——与时俱进，不断钻
研新技术，从容应对新挑战

时代在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
环境监测人员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钻研，
才能掌握最新的监测分析技术，完成监测任
务，为环保各项工作提供精准的数据，以便做
出新的决策。

近几年，随着上海市辐射监测站将辐射
项目监管、监测事权下放到区县，区级监测站
也有了辐射监测监管这一新的业务。开展新
的业务急需学习新的知识和监测技术，面对
大多数同事“谈辐色变”的窘况，蔡彧接受挑
战，走在了学习的前列。

2013 年 9 月~2014 年 4 月，长达半年多的
时间里，蔡彧在做好现场室本职工作的同时，
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参加了在复旦大学举办的
辐射环境监测监管综合研修班。

面对崭新的学科领域，蔡彧没有畏惧与
退缩，从零学起，靠着顽强的毅力将有关内容
融会贯通，运用起来得心应手。

在他的办公桌上，至今能看到两大本厚
厚的学习笔记。培训结束时，他撰写的论文

《如何推进城郊辐射监测——基础知识普及
和监测工作展开》获得培训班老师一致好评，
被 收 录 在《上 海 市 环 保 系 统 辐 射 环 境 论 文
集》。从基础为零，到可以撰写专业领域的论
文，蔡彧令同事们刮目相看。

2015 年初，上海市环保局下发文件，10
月份要在全市环保系统进行辐射监测大比
武。由于是第一次对新下放事权的考核，全
市各个区县都卯足了劲。作为站里绝对的辐
射技术骨干，蔡彧义无反顾地担当了“主考
生”的使命，承担起了这项重任。由于当时现
场室也缺人手，那段时间，他一直奔波在辐射
室和现场室之间，经常可以看到他白天外出

采 样 ，回 单 位 后 又 接 着 投 入 到 辐 射 监 测 训
练中。

为了准备好这次辐射监测大比武，他细
心研究每一步现场操作动作和报告格式要
求，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了更好地掌握
监测技术，他还前往上海市辐射站向专家老
师学习请教。训练电磁辐射检测项目最为辛
苦，需要监测人员对基站周围 100 米以内的
建筑进行全面勘察。每次训练，蔡彧都会爬
上爬下、挨家挨户地敲门沟通，一次练习下来
常常需要 3 个多小时，炎炎夏日下，训练一次
经常全身湿透。

一次练习结束后，蔡彧发现基站周围一
座隐蔽的敏感建筑还未进行布点监测，新来
的同事劝他下次监测的时候补上，但他毫不
犹豫地重新爬楼布点监测，这种负责的态度
令新来的同事由衷敬佩。

在蔡彧的努力下，他代表奉贤监测站在
上海市 17 区县电磁监测大比武中荣获第三
名，在电离辐射监测大比武中荣获全市第四
名。由于辐射业务能力突出，他在 2015 年年
底被选聘为辐射固废办公室副主任，并带领
团队在全市辐射年终考核中取得第三名的优
异成绩。

2011 年，由于监测站的发展需要，奉贤
区需要布点自动站业务。自动站的工作比较
特殊，需要 24 小时随时待命，还需要经常加
班进行日常检查和维护。另外，由于自动站
仪器操作系统较为繁琐，大家对此相当陌生，
很多人都望而却步。

这时，任紫春挺身而出，原本从事分析工
作的他临危受命，成为首批自动站的开拓者
之一。

为 了 尽 快 熟 悉 工 作 内 容 ，任紫春放 弃
了 周 末 ，放 弃 了 对 家 人 的 陪 伴 ，风 雨 无 阻
地 奔 波 于 几 个 自 动 站 之 间 ，不 仅 通 过 翻 阅
大 量 说 明 书 和 相 关 文 献 学 习 ，还 在 操 作 中
寻 找 问 题 ，在 学 习 中 解 决 问 题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学 习 和 磨 练 ，任紫春成 为 奉 贤 监 测
站 屈 指 可 数 的自动站行家，并 带 动 和 提 升
了整个团队的能力和水平。

业贵于传——做好传帮带，提升
团队的整体水平，共同前进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一
个团队如果只有一两个骨干，团队就没有发
展的潜力，唯有整个团队齐头并进，才有希
望。这就需要有先进人物作为“领头羊”，做

好传帮带工作，提升团队的整体水平，共同
前进。

在诸多同事的眼中，梁星业务熟练，爱岗
敬业，乐于助人，是“传帮带”的楷模。

近两年，分析室的 CODcr 实验习惯用简
单快捷的哈希法测定，但有时很多水样所含
杂质较多，这种办法并不适用，仍需要手工操
作。做这一项目的人员刚参加工作不久，没
有 多 少 实 验 经 验 ，在 样 品 的 滴 定 过 程 中 遇
到 了 困 难 ，多 次 实 验 后 做 出 的 结 果 仍 不 尽
如 人 意 ，出 现 质 控 样 品 不 在 标 准 范 围 内 、
实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等问题。而分析室
经过多次人员变动，已经没有滴定法经验丰
富的同志了。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梁星主动参与到实
验中，一起实践前处理以及滴定全过程。她
增加了空白实验和质控样品的数量，逐样排
查试剂药品、反应容器、滴定管、移液管等各
环节。回流、滴定，简单枯燥的工作反复进
行，十分考验人的耐心。与梁星一起工作的
同事说，好几次都觉得内心非常烦躁，如果没
有梁星，恐怕就坚持不下来了。

梁星的推动和鼓舞让其他人很好地完成
了实验的全过程，无论是上岗证的考试，还是
质量比对、盲样考核，都顺利通过。不得不
说，正是靠着梁星认真细致的态度，带动新同
事一起进步，带动了整个分析室分析能力的
提升。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任紫春发现，金属
含量检测中线性曲线范围窄，检测过程中稀
释不可避免，这对实验结果的精确度影响较
大。对于新手来说，往往是一头雾水，很难
把握。

作为技术标兵的任紫春二话不说又投身
于开创性工作，以便找出门道，积累经验，教
授新人，保证分析室的每个同志都能精确进
行金属含量检测。

为此，任紫春查阅了 如 山 般 的 文 献 资
料，并结合仪器实验，另辟蹊径，采用非线
性曲线来对样品进行分析。

通过对比两者数据和验证，他发现，相
比 线 性 方 法 ，非 线 性 方 法 曲 线 范 围 宽 ，减
少 了 很 多 稀 释 的 过 程 ，对 实 验 结 果 的 精 确
度控制很好，大大提升了实验效率。

任紫春对非线性曲线的尝试与应用不
仅 在 奉 贤 区 环 保 局 得 到 了 认 可 ，还 得 到 了
整个上海市环监系统的好评与推广。

现 如 今 ，任 紫 春 带 领 的 重 金 属 检 测 团
队里，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任紫春的影
子，他不仅将他的技术教给了新人，还将敬业
精神传承给了他们。

业精于勤 事成于细
——记上海市奉贤区环境监测站标兵代表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到李云婷的时候，是下午的
一点十分，离上班时间还有 20 分
钟。她正坐在北京空气质量预报
大厅的屏幕前，眼睛盯着各站点的
监测数据。她的手边，是各种打印
的表格和一支黑色的签字笔。用
她的话说，与监测数据打交道，就
是她每天的工作，很平凡。

无论是接受媒体的采访，还是
进行每天的空气质量会商，她的脸
上，总是透露出一种理科知识女性
所特有的平静、冷静与平和，以及
多年养成的专业和严谨，这也许是
一位长期工作在环境监测一线的
高级技术人员必不可缺的特质。

1999 年，李云婷毕业于北京师
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生在北
京、长在北京的她，对这座城市的
蓝天、碧水、绿地、青山，有着渗透
骨髓的热爱。一离开学校，她就在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工作，那
时，刚好北京正由每周发布一次空
气质量报告向每日发布一次空气
质量报告“升级”。她说“我很幸运

地赶上了这次转变。”
由周报改为日报，是北京市政

府 为 市 民 做 的 几 十 件“ 实 事 ”之
一。在当时，北京无疑走在了全国
的前列。这件事，乍听起来不难，
可对监测能力、技术水平、分析水
准都提出了超出当时实际情况的
要求。李云婷说，他们整个团队在
时任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资深环
境监测专家赵越的带领下，没黑夜
没白天地拿着仪器设备到分布于
全市多个区县的监测站点校准，回
到实验室紧跟着做质量保证和控
制，愣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如果说由周报改为日报是空
气质量监测数据服务的一次升级，
那么之后的每日预报、分区预报、
72 小时预报，则堪称跨越了。这不
仅要求工作人员要准确无误地掌
握过去 24 小时每个监测站点的实
测数据，还要求工作人员分析出未
来一段时间区域的风速、风向、湿

度、温度等气象信息，并对未来的
空气质量作出预判。每一个环节
都容不得半点差错，不慌不忙、细
致耐心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是李云
婷长期养成的工作素养。在她看
来，要想把环境治理好，无论是大
气环境，还是水环境，或是声环境，
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做好
每个环节的工作。

像李云婷这样长期工作在监
测一线的环保人，更能透过数据，
真实、理性地体会到北京环境质量
长期以来的变化。

“每天都盯着屏幕上的监测数
据，已经有 17 年了，从最初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和 TSP 的逐年下降，
再到后来 PM10、PM2.5 的下降，数据
线就像一个长长的滑梯，证明着北
京空气质量的改善。”李云婷回忆
起 自 己 小 时 候 ，衬 衫 穿 不 了 两 三
天，脖领子就一圈黑印儿；白袜子
基本上一两天就变成了黑色。“现

在已经好很多了。”
提及北京的环境保护工作，李

云婷感触更深，“北京承办过奥运
会、APEC，每年又召开两会等，这
些重要的‘大事件’都对北京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也给了我们做好环
保的契机。每一次执行空气质量
保障任务，都不是简单地提供监测
数据和预报，还要提出切实有效、
成本合理的保障方案，这是难能可
贵的。经过多次实际演练，我们已
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技术路线和
方案。这些都得益于北京环保工
作日积月累的积淀。”

对于网上常常有人晒蓝天、吐
槽雾霾，李云婷表示理解，她坦言，
自己 6 岁多的儿子也隐约地知道妈
妈的工作与空气有关，以至于他也
常常抱着妈妈的手机浏览“北京空
气质量”APP 软件，还常常和小朋
友聊一些有关蓝天的话题。一次，
北京碧空如洗，他竟然用小树枝在
地上摆出了“大好蓝天”四个字。

“没有哪件事情是一下子就能
完成的，这是一个平凡的岗位，尽
管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继
续做好空气质量的日报预报工作，
无论是重污染天还是优良天，第一
时间将空气质量的信息准确无误
地 发 布 出 去 ，这 就 是 李 云 婷 的
工作。

盯着数据十七年

李云婷，北京市环
境保护监测中心大气室
主任。“五四青年节”来
临之际，李云婷 荣 获 共
青 团 北 京 市 委 员 会 、
北 京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授 予 的 第 三
十 届“ 北 京 青 年 五 四
奖 章 ”。 她 在 平 凡 的
环 保 岗 位 上 取 得 了 不
平 凡 的业绩，是首都环
保人的骄傲，更是众多
默默奉献的基层环保工
作者的一个缩影。

基层风采

走进一线

①②
③

④
图中人物分别是梁星、蔡彧、任紫春、翁一峥

◆刘敬奇 郝雅莉

网罗天下

30 年来，在非洲博茨瓦纳的丛林中，有一对夫妻日
夜和狮子、豹、大象为伴。他们为野生动物摄像、摄影、录
音，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生活场景。他们就是
Dereck和 Beverly。

为了记录野生动物的生活，夫妻俩在丛林深处安了
家，早上 4 点半就起床出门，开车去动物出没地，在不影
响它们的情况下架设好相机，一趴就是一天。

为 了 追 拍 一 个 有 8 个 月 大 小 豹 子 的 有 趣 家 庭 ，
Dereck 夫妻和它们一起生活了 4 年半，建立了充满尊重
和信任的关系。后来，小豹子一点不怕他们，会爬到车上
和他们坐在一起，然后东瞧西看。

夫妻俩最有名的作品是《永远的敌人》，记录了奥卡
万戈三角洲东萨维堤地区的狮子与鬣狗搏斗的场景。鬣
狗号称“非洲草原的清道夫”，连骨头也可以吃得干干净
净，下颚力量奇大，可以一口咬碎牛羚的头骨。通常情况
下狮子鬣狗两者互不侵扰，但是随着食物越来越匮乏，抢
夺食物的战斗越来越频繁。这部片子花费 5 年时间拍摄
剪辑，于 1992 年播出。此后，他们又拍了讲述狮子和大
象故事的《最终的敌人》以及狮子和野牛故事的《无情的
敌人》。

“我们希望利用影片让保护大型猫科动物特别是狮
子的观念深入人心。”50 多年前，在 Dereck 和 Beverly刚出
生时，全世界大约有 45 万头野生狮子，现在只有不到两
万只，而且还在以每年 5%~8%的速度减少。

Dereck 和 Beverly 余生将致力于大型猫科动物的保
护。他们在国家地理频道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大型动
物托管中心”。“如果我们不这么做，15 年后，人们就别想
看到野生的猫科动物了。”

深入丛林30年记录野生动物

拯救海洋的音乐达人

美国人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是一位
将海洋塑料垃圾变成人人喜欢的牛仔的神奇人物。他原
本是一个歌手，曾是全美流行专辑榜冠军，得过著名的格
莱美大奖，还有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提名。但这些歌
坛上的荣誉，都不及他在服装设计和环保上的成就。

法瑞尔热衷于服装设计，是 Bionic Yarn 公司的创意
总监和品牌大使。在法瑞尔的积极主张下，Bionic Yarn
和 荷 兰 著 名 牛 仔 品 牌 G-STAR 达 成 一 项 名 为“RAW
for the Oceans”的环保时装合作项目。这个项目的最大
亮点在于，它在使用了特殊制作的环保面料的同时，还回
收清理了大量的海洋垃圾。

Bionic Yarn 公司会先从海洋回收塑料垃圾，再用独
家技术从这些塑料垃圾中提取出可用的生态纤维面料，
这些生态面料会被送到 G-STAR 的制作工厂，用以制作
最新款的牛仔流行时装。这些环保面料看似普普通通，
但摸起来超级柔顺还耐磨损，可以替代传统的牛仔面料
材料，改变原始牛仔布污染环境的“黑历史”。

截至目前，“RAW for the Oceans”环保时装项目已
将从海洋回收的 200 万只一次性塑料瓶转化成了高品质
的丹宁牛仔裤、短上衣以及超软 T 恤衫和运动衫。项目
还将继续从世界各地的海洋回收废物，每季回收利用大
约 70 万只 PET 塑料瓶，为印尼、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地区
的海岸线清理和海洋环境保护做出努力。

为了唤醒人们对目前海洋污染的警觉，法瑞尔还联
合 G-STAR 公司，推出了一款超级有意思的手机游戏，

“Battle for Big Blue”。这个游戏以“RAW for the Oceans”
项目为基础，玩家可以环游世界五大洋，收集塑料垃圾，
避开种种危险，并在游戏中深入了解海洋污染的严重性。

通过这个海洋清理游戏，法瑞尔希望可以加深玩家
和善于思考的人们对环保事业的理解，并告诉他们，每个
人的参与对拯救海洋都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