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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自然生态与农村
环境保护处（以下简称“生态处”）副处长黄颖全身
心 投 入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中 ，至 今 已 有 11 个 年
头。最近，她被环境保护部评为首届“中国生态文
明奖先进个人”，广西仅有她获此殊荣。

面对“突如其来”的荣誉，黄颖还是一贯的淡定
和低调，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
事。而在同事和领导们的眼里，这个奖颁给黄颖名
副其实。

黄颖说，事情不做完，心里不
踏实，老挂念。十余年来，她勇挑
重担，默默耕耘。

从事生态保护工作 11 年，黄颖的工作经验不
断丰富，工作量不断增加。她总是勇挑重担，不计
得失，默默耕耘，“黄牛”精神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
尽致。

采访黄颖的过程中，她经常说不到几句话就被
工作上的电话或其他事情打断，必须起身处理紧急
的事。关于她的很多事情，只能从别的同事和领导
们口中得知。

跟黄颖共事 10 余年的原生态处副处长蒋波告
诉记者：“以前生态处副处加正处一共有 6 人，后来
陆陆续续退休的退休，换岗的换岗，这些人的工作
便全部由黄颖承担，工作量非常大。”在蒋波的描
述中，黄颖出差路上等车时间都用来做事。有时候
下班一起回去，在路上还讨论事情，抓紧一切时间
干活。

由于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黄颖甚至在生病
时都很少请假。在她看来，带病工作已习以为常，

“事情不做完心里不踏实老挂念，不做就自己跟自
己过不去。”这赢得了生态处调研员冯建华的点赞，
他告诉记者，黄颖很敬业，经常加班，领导交给的任
务，都按时按质完成，从不打折扣。

黄颖负责的工作包括编写丛书、编制规划、草
拟文件、生态示范创建，还负责指导、协调、监督自
然保护区、生态红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撰
写领导材料等，工作量很大，具体而琐碎。

蒋波曾跟黄颖一起合作编写过《生物多样性战
略行动计划》、《广西生物多样性战略研究》等丛
书。在她印象中，丛书涉及的内容多，且材料杂乱
无章，甚至有些材料需要重新打散再加工，包括文
字的润色、逻辑的理顺，处理起来很费神。但令蒋
波印象深刻的是，黄颖总是有能力按质按量完成，
且毫无怨言。

在黄颖的努力下，十几年来，她先后组织起草

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重要文件和政策 10 余
项，组织或参与编写《广西环保丛书——生态环境
保护和建设分册》、《环境信仰在广西的传承与发
展》、《生态广西建设知识读本》、《广西环保政策读
本》、《广西生物多样性区情报告》等相关丛书、读本
等 10 余册，写作相关文章或宣传材料近百篇。她
参加研究的《广西生态功能区划》成果获自治区政
府决策咨询成果二等奖；参加编写的《广西自治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3~2030 年）研
究报告》获广西自治区第 13 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三等奖。

不停奔波在大大小小的生态
乡村，为推动当地生态文明示范建
设兢兢业业。

从 2008 年开始，广西设立生态广西建设引导
资金，重点用于支持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淀
粉、桑蚕、生态有机农产品生产行业的循环经济、清
洁生产试点示范及大气、水污染防治重点企业环境
治理技术示范等领域项目。七八年来，广西共支持
14 个地市的 449 个相关项目，补助资金 21000 万元，
黄颖负责生态广西建设引导资金补助项目的管理
和验收工作。

这七八年间，黄颖不停奔赴于 14 个地市大大
小小的项目现场，有时大半个月都在出差，忙碌于
材料审核、技术指导、检查评估等工作。而凭借不
厌其烦、具体深入的工作作风，黄颖也在短短几年
内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大半个专家。

令黄颖感到欣慰的是，项目的实施对保护生
态 环 境 ，带 动 当 地 农 村 地 区 积 极 发 展 生 态 、循
环 、绿 色 产 业 ，发 展 有 机 食 品 ，为 社 会 提 供 安 全
健 康 的 食 品 及 引 导 农 村 走 生 态 文 明 发 展 道 路 ，
促 进 生 态 文 明 示 范 建 设 ，起 到 了 极 为 重 要 的 作
用 。 通 过 有 机 物 种 植 推 广 、利 用 农 业 废 弃 物 资
源发展有机肥产业，产生了减少化肥农药投入、
减 轻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和 恢 复 地 力 、提 高 农 产 品 质
量的多重效益。

是人都有惰性，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黄颖面
对繁杂的工作时，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把工作处理
得妥妥当当。

她把时间花费在学习进步上，
“土老帽”成为数一数二的生态专
家，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时间，抓起来是黄金，抓不起来是流水。时间
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最偏

私，给任何人都不是二十四小时。
当下，各式各样连续剧、真人秀等电视节目层

出不穷，很多人都不可避免地看看电视，或者纯粹
为了追星赶潮流，不自觉地在这方面花掉大把大把
的时间。

而黄颖是个“老土”的人，从大学到现在的二十
几个年头，竟然几乎没追过一部连续剧，没看过娱
乐节目，对“当红炸子鸡”、“小鲜肉”一概不知。黄
颖说，不看电视的原因是不敢看，一看就想看下
去。因为晚饭后的时间，对她来说尤其重要，要写
材料或是看书，避免书到用时方恨少。

黄颖告诉记者，一些材料的撰写要求层次高，
要有深度和广度，时 间 紧 、任 务 急 ，要 想 笔 上 生
花 ，必 须 靠 平 时 的 收 集 和 积 累 。 比 如 政 府 咨 政
报 告 ，这 是 她 的 弱 项 ，写 之 前 要 收 集 大 量 材 料 ，
做大量研究，否则写出来的东西就会表面化，而
自己平时工作太繁杂，深入研究做得不够，写材
料就会有力不从心之感，必须鞭策自己平时多注意
积累和学习。

在这样的工作态度下，黄颖成为生态处数一数
二的专家，知识渊博，各种生态知识都能如数家珍、
信手拈来，令人折服。

利之所在，容易使人忘乎所以。但黄颖不是，
年底评先进，她总是主动把荣誉让给年轻人。对年
轻人的提携和帮助，更不在话下。每当做课题、调
研、专项工作时，黄颖都让年轻人参与，帮助他们提
升理论水平，增强实际操作能力。

生态处工作人员谭明月告诉记者：“黄处完全
颠覆了我对‘领导’的看法，在工作上她不厌其烦地
教我们，一毕业就遇上这样的领导是我的幸运。”

生态处工作人员黄小卜更是有话要说，黄处的
工作量是我们的好几倍，非常敬业，她的工作作风
和为人处世之道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对于小伙伴们的评价，黄颖笑笑表示，年底评
优只有 15%的比例，这么算我们处一年只有一个名
额，机会不多，能够给年轻人就给他们，这对他们来
说也是种鼓励、肯定。

不过，谈及十几年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黄
颖并不满足。她说：“对生态工作理解越深，越感受
到任务的艰巨。广西属于多山丘陵地区，山区和
丘 陵 区 地 形 复 杂 ，坡 陡 谷 深 ，土 层 浅 薄 易 被 侵
蚀，以山地森林类型为主的自然生态系统，特别
是岩溶山区森林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遭破坏后
恢复极其困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任务繁
重。总体来说，广西生态环境很脆弱，要做的事情
实在太多太多。”

冯建华由衷地赞叹，作为女性，黄颖真的很不
容易，环保工作任务日益艰巨，环保系统需要更多
像她这样，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的环保人，助推
环保事业向前迈进。

守护生态美丽画卷
——记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自然生态与农村环境保护处黄颖

◆本报见习记者梁玉桥

他曾在深夜只身对峙手持柴刀的盗
木村民，挽救过欲在山上轻生的外地女
孩 ，无 数 次 苦 口 婆 心 地 劝 导 乱 扔 垃 圾 、
野 外 生 火 的 游 客 …… 但 在 大 部 分 时 间
里 ，他 只 是 孤 独 地 、清 贫 地 、近 乎 隐 士
一 样 地 在 山 中 度 过 一 个 个 清 寂 的 日
与夜。

他就是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龙门山
护林员孙双华。记者采访他时，他右腿骨
折一个多月了，一直在龙门古镇入口附近
的家里养伤。孙双华说，养伤的这段时间

“有点难熬，太闹，连空气都不习惯”。他
数着日子，估摸着再过一个月就能下地回
另一个家了——那个在山上的家。与山
下相比，孙双华更习惯山上的日子，“山上
才是我真正的家”。

他说，是龙门山给予了他现在拥有的
一切。守护这座山，是他的工作，也是他
的责任。

穷人家的小孩成了林场职工

孙双华在山上的日子，到今年已是整
整 30年。

1965 年，孙双华生于龙门镇原龙八
村一户贫苦人家。几年后，孙双华机缘巧
合成了一名护林员。当时林场效益尚可，
年轻的他本应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
作。然而，头 3 年，孙双华却无数次想要
逃离这份工作。

他被分配在半山腰的清水塘片，每天
都是一个人在山上巡逻。吃穿的苦，孙双
华不在乎，漫山遍野的巡视也不累，难熬
的是他不知道如何排遣漫漫长夜。山上
没通电，也没人聊天，天一黑就只能躺在
床上瞪着眼前的漆黑一片，耳旁只有隐约
的不知名的野兽或昆虫的叫声。挺过了
一晚、两晚，接下来就受不了了，“太孤单
了，太想和人聊天说话了”。于是，一有
空，孙双华就跑下山，不为别的，就为沾沾
人气。

也就从那时开始，孙双华养成了坚持
到今天的爱好——养狗、健身。养狗是为
了有个伴，健身则是因为太“无聊”了。几

年坚持下来，瘦弱的孙双华愣是练出了一
身力气、一身肌肉，常人需要走一个半小
时山路才能到达林场宿舍，他挑着 100 斤
大米，脚步仍飞快，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
达。正是凭着这身力气和肌肉，他成了盗
伐林木者闻风丧胆的“龙门山门神”。

护林30年，未发生一次火灾

护林员这份职业，工作内容紧跟时代
的发展而变化。最开始，山上几乎草木不
生，工作的重点是育苗种树。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国家开始实行封山育林政策，当
年栽下的树长高了，盗伐林木一度成风，
护林员最要紧的职责变成了巡山、禁止盗
伐。随着经济条件逐渐改善，人们专注于
做生意，没人砍树了，消灭火灾隐患、保护
林场生态和村民生命安全成了护林员工
作的重中之重。再后来，龙门古镇开发成
旅游景区，由于紧挨古镇，龙门山先后开
辟 了 林 道 、登 山 道 等 设 施 ，再 加 上 富 阳
第一高峰杏梅尖在龙门山，这里成了旅
游 景 点 ，爬 山、观 光、露 营 者 日 渐 增 多 ，
除了防火防灾，为游客提供救援等应急
服 务 、捡 拾 垃 圾 等 也 成 了 护 林 员 的
工作。

孙双华就在不断变化的工作职责中，
迎来了生活的一次次变化，甚 至 性 格 也
随 之 调 整 。 比 如 ，为 了 防 范 盗 伐 林 木
者，他在他们的必经之处临时搭建了简
易棚，并在棚里长期居住。和盗木贼的
几番较量后，孙双华觉得自己的个性变
得 冷 静 又 暴 躁 ，“没 办 法 ，他 凶 ，我 得 比
他更凶。他拿刀威胁，我又必须冷静应
对。”孙双华说。

更多的时候，孙双华的工作其实很简
单，天气晴好，尤其在清明等天气干燥易
发生火灾的时候巡山，走遍山上的每个角
落，尽可能发现和杜绝任何一处的火灾
隐患。

这 是 个 良 心 活 ，没 人 监 督 ，全 靠 自
觉。山里那么大，随便找个地方偷个懒、
打个盹，谁也发现不了。孙双华没这么干
过，他觉得既然干了护林员，就要对得起
这份工资，更重要的是，“龙门山不能在我
手里发生点什么意外啊”。

孙双华担任护林员的 30 年间，龙门
山未发生过一次火灾。

奉献的和得到的

因着护林员这份职业，孙双华结识了
同事王利萍，两人成婚生子。上世纪 90
年代末，林场改制，逐渐萧条，人员大量调
整，最终只剩下了孙双华夫妻二人。

那几年，他们像是隐居山林的“世外
夫妻”。宿舍位于半山腰的一处平地，至
今没有手机信号，屋后是茂密的山林，屋
前是一片池塘，除了完成日常的巡山工作
外，他们养鸡、种菜、打鱼，尽管清贫，但自
给自足、与世无争。

他们的儿子孙山援，因小时候经常跟
着父母进山，练出了过人的脚力，六七岁
时便能临时充当游客的向导，漫山遍野地
跑。因童年这段与父母在山中的日子，孙
山援曾多次表示要接父母的班。孙双华
反对过，但后来想通了，现在已经没有年
轻人愿意做收入微薄、工作清苦的护林员
了，但是山还在，龙门山还需要守护。“我
们两口子还能干几年？既然儿子有这份
心愿，我应该支持。”

一年下来，儿子的表现让孙双华很欣
慰，服务游客耐心细致，巡山一丝不苟，重
要的是，“山上呆得 住 ，耐 得 住 寂 寞 ”。
他 笑 着 评 价 儿 子 ，“ 和 当 年 的 我 一 样 ，
我 当 护 林 员 那 会 儿 ，和 他 是 一 样 年 纪
呢 ”。 2015 年 7 月 ，21 岁 的 孙 山 援 正 式
受 聘 ，成 为 富 阳 最 年 轻 的 护 林 员 ，而孙
双华一家也由此成了富阳仅有的全家都
是护林员的家庭。

因坚守龙门山 30 年，孙双华多次获
表 彰 ，先 后 被 评 为 浙 江 省 优 秀 护 林 员 、
富 阳 十 大 道 德 模 范 等 。 他 很 感 激 党 和
政 府 给 他 这 么 多 的 荣 誉 ，但 又 惴 惴 不
安，觉得这些荣誉有点重。他说自己能
光 荣 入 党 ，已 经 是 组 织 上 对 他 30 年 工
作 的 最 大 认 可 了 。 在 他 看 来 ，护 山 看
山，保护一方山林，是护林员本来就应该
做的。

如今，孙双华一家三口正扎根龙门
山，继续为这片青山坚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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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兆木

长长的马尾辫梳在后面，平易
近人的笑容像邻家大姐。这是游淬
骅给人的第一印象。

然而在工作中，这位 1989 年进
入环境监测战线，如今领衔湖南省
澧县环境监测工作的老兵却十分干
练，巾帼不让须眉。在她的带领下，
澧县环境监测站常年在常德市环境
监测系统年度考核中名列前茅，先
后获得全国三级环境监测站标准化
建设达标单位、常德市“优秀环境监
测站”等荣誉称号，为做好县级环境
监测工作做出了示范和表率。

游淬骅也以突出的个人业绩和
务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上级领导和
有 关 部 门 的 充 分 肯 定 ，多 次 被 省 、
市、县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个人，
两次荣立三等功，还被选为常德市
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2016 年，游
淬骅当选为澧县劳动模范。这些荣
誉的背后，蕴含着辛劳汗水与艰苦
付出。

软硬齐抓，推动监测能力建设

建站初期，澧县环境监测站只
有 3 个人，几台只能监测废水 pH 值
等几个极简单常规项目的仪器。游
淬骅知道，监测站没有好的仪器设
备，相当于战士打仗没有枪。在县
环保局领导的重视下，游淬骅主动
作为，狠抓硬件建设。

2011 年，澧县环境监测站利用
国 家 监 测 能 力 建 设 专 项 资 金 66 万
元，添置仪器设备 43 台（套）。2012
年，县环保局又抓住县级站达标验
收机遇，筹措资金再添置设备，并且
新建了一座空气自动监测站。

硬 件 条 件 达 到 了 ，软 件 也 要
抓。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游淬骅积
极组织人员参加专业培训，鼓励派
出去学习的人回站后“传帮带”，让
大家一起进步。

目前，县监测站已通过了三级
站标准化建设的达标验收，仪器设
备总资产近 200 万元，各类监测设备
80 多台（套），能对水、气、声各类环
境要素共 65个项目进行监测。

甘于奉献，一心扑在工作上

别看澧县环境监测站的规模不
大，可任务很重。每年，监测站都要
对澧县境内的澧水、涔水 6 个断面，
10 多座湖库，30 多处饮用水保护地
水质的 23 个项目进行常规监测，还

对全县 80 多家主要污染源进行监督性
监测，对 100 多个建设项目进行环评验
收监测。

为了完成监测任务，游淬骅总是身
先士卒，带领全体人员下工地、进企业，
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她走遍了
澧县所有的监管企业，对企业的地理位
置、生产工艺、主要污染物及排放口等
信息了如指掌。

2015 年 6 月，有群众反映，县屠宰
场污水处理设施运转不正常，大量污
水直排。为了摸清真实情况，游淬骅
带 领 工 作 人 员 连 续 3 天 在 凌 晨 深 入
屠 宰 场 现 场 调 查 取 证 。 他 们 的努力
促使企业进行了整改，污水得以处理后
排放。

2014 年，根据湖南省环保厅的工
作部署，澧县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县，要

开展县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县
环保局党组决定由游淬骅负责此项
工作。

当时，游淬骅的母亲查出身患
癌症，正在医院手术治疗。游淬骅
思虑再三，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母
亲那边聘请了保姆照顾。

尽管在母亲生病期间未能在床
前尽孝，澧县的重点生态环境质量
考 核 工 作 却 不 折 不 扣 地 高 质 量 完
成，受到了省环保厅的高度肯定。

清廉优质，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作为监测站站长，游淬骅始终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无论是面
对干部、群众，还是老同学、老同事、
老朋友，她都秉公办事，不该做的事
情不做，不该拿的决不伸手。

游淬骅一直强调监测工作的服
务功能。“能当天办的事绝不过夜，
不能当天办的事，说明情况及时安
排不拖延，把服务对象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这是游淬骅坚持的工作原
则。很多到监测站办事的人都对他
们 的 办 事 效 率 和 服 务 水 平 深 有
体会。

2010 年春节前夕，湖南里昂生
物质电厂申请项目竣工验收监测，
要求在年前完成。当时正值年底，
监测站多项工作均在收尾期，十分
繁忙。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游淬骅
还是和站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加班
加点及时完成了任务，满足了企业
的时间要求。

游 淬 骅 对 自 己 的 工 作 颇 为 自
豪。她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
把青春奉献给了所热爱的环境监测
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
党员在党旗下的铮铮誓言。

带好队伍领好班
——记湖南省澧县环境监测站站长游淬骅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文萍 刘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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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淬骅在河边进行水样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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