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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动辄千万粉丝的网络大 V 相
比，拥有 90 多万粉丝的北京市环保局官
方微博@环保北京，也许只能算是微博界
的一个“小咖”。但是，在全国环保类政务
微博系统，@环保北京已经算得上一个拥
趸众多、人气顶尖的“环保大 V”了。这个

“环保大 V”的幕后工作者，是一个仅仅二
十出头的 90 后小姑娘——北京市环保局
宣教处项悦凯。

官微的正确打开方式

微博是当今社会最热闹的舆论场，撒
娇卖萌者有之，谣言惑众者有之，心灵鸡
汤者有之，谩骂攻讦者亦有之，众声喧哗，
人声鼎沸。作为北京市环保局的唯一官
方微博，到底采取怎样的姿态，才能既体
现政府发布的权威性，又得网友青睐，一
直困扰着项悦凯。

2013 年 8 月，项悦凯接手@环保北京
时，还是入职仅一个月的社会新鲜人。当
时，@环保北京已经有了 20 多万粉丝，这
让一个毫无工作经验的小姑娘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回忆起当年的青涩时光，项悦凯说：
“真的是一头雾水，既不知道从哪儿找素
材，找到素材后也不敢编辑，就怕出错。”

从独自一人默默上网搜索热点新闻、
浏览市环保局官网工作动态，到主动向各
处室深入挖掘新闻线索，再到设置执法进
行时、环保百科等微博发布主题，一步步
走来，项悦凯付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努
力。作为一个 90 后“新新”人类，原来的
她最怕看新闻时政方面的信息，负责@环
保北京后，为了向其他官微“偷师”，她接
连关注了二三十个政府官方微博，如@北
京发布、@平安北京、@山东环境。现在，
她每天都会第一时间打开微博，快速浏览
各家官微发布内容，从中寻找可以借鉴的
信息和灵感。

曾经联合国的一条微博给了项悦凯

很深的触动。这条微博仅有一张图和一
句话，图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站在一个
狭窄的石阶上，下面仅用“平衡之道”4 个
字加以注解，意味隽永。

这让项悦凯意识到，其实一直困扰自
己的就是如何找到一条连接政府与公众
的“平衡之道”，既不能一板一眼让人望而
生畏，又不能无限制地撒娇卖萌流于轻
浮，拿捏好其中的“度”才是自己今后工作
努力的方向。

自此，项悦凯掌握了官微的正确打开
方式。内容上，她确保及时有效、权威发
布、科学客观；形式上，她则努力实现不拘
一格、求新求变。很多关心@环保北京的
人惊喜地发现，微博有了很多难得的尝
试：李晨受聘北京环保公益大使时，第一
次发布视频；@环保北京 5 周年时，第一次
推出 H5 页面；空气重污染预警启动信息
时，第一次使用与预警等级颜色同步的模
版……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 年、2014 年，
@环保北京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环
保系统微博。

不见硝烟的战场

10 月 26 日 6 点 16 分，10 月 22 日 8 点
40 分，11 月 3 日 0点3分，打开最近的@环保
北京，微博的发布时间基本上涵盖了各个时
间段。无论是白天夜晚，还是周末假日，发
微博已经成为项悦凯生活的一部分。

同事们经常打趣她是“手机控”，但是与
其他的“低头族”不同，她每天机不离手，并
不是逛淘宝、刷微信，而是随时随地关注最
新的环保资讯和工作动态，第一时间把新
鲜出炉的环保信息推送给万千粉丝。

有一次，项悦凯组织新闻媒体跟随执
法人员到某企业检查，由于她正忙着低头
编辑微博没注意脚下，不小心被地上松动
的井盖绞住了腿，小腿被划伤并且大面积
淤青。同事都劝她赶紧去打破伤风针，她
却坚持到检查全部结束。

今年 10 月以来，随着几次空气重污
染黄色预警，@环保北京也成为北京环保

人抗霾的第二战场。“不发预警还好，一发
预警我就必须时刻待命，等待一线同事传
过来的执法图片。”记得去年北京第一次
发布红色预警时，项悦凯坚守在办公室发
微博直到夜里两三点，天晚了不敢独自回
家，就在附近找个旅馆凑合一晚。

工作虽然辛苦，项悦凯却不以为然，
“与奋战在环保执法一线的同事们相比，
我的工作环境优越多了，最起码不用挨冻
呀”。其实，她也经常跟着执法人员外出
执法夜查，也曾爬过锅炉房，遭遇过暴雨。

不忘初心，久久为功

如何看待网友吐槽，项悦凯也有一番
自己的见解。在她看来，网友会吐槽，说
明工作还有欠缺。比如有网友质疑，环保
部门只在重污染天气时才执法。项悦凯
便把“执法进行时”这一板块常态化，在空
气质量好的日子，也会适时发些执法人员
日常检查的信息。

工作久了，项悦凯发现，网友之所以
吐槽，源于沟通的欠缺。为了让网友更好
的了解、认识北京环保工作，项悦凯多次
组织网友参观环境监测中心、机动车中心
和 12369 投诉举报中心。这种面对面的
真诚互动，不仅拉近了与网友的距离，更
树立了环保局开放、务实、高效的社会形
象。也因此，微博评论中的留言越来越正
面，有的网友还专门@其他微博，“你看人
家环保北京的小编多敬业，现在还在工
作”。虽然只是打趣之言，但对项悦凯来
说却十分暖心。

对于@环保北京未来的发展，项悦凯
也有她的“小目标”。她希望今后有更多
的机会和平台与网友互动，也希望多做一
些活动、多涨些粉，毕竟只有关注的人多
了，环保的力量才会更强大。她不愿意在
微博发讨巧的“鸡汤”式内容，因为她坚
信，多反映北京环保工作的实时动态，多
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科普，一定可以拉近环
保与公众的距离，提升公众的环境科学素
养，构建起真正的环保统一战线。

“在环境资源审判庭，我是一
名法官，更是三峡库区环境司法的
捍卫者。”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王翔任职
以来，一直坚守这个信念。

以保障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
障 环 境 公 共 利 益 为 出 发 点 ，近 年
来，王翔创新绿色司法机制，履行
绿 色 审 判 职 能 ，重 点 推 进 环 境 民
事、行政等审判工作，探索环境保
护禁止令，参与审判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为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
重要贡献。

筑绿色屏障，创设环
保禁止令

2014 年 12 月 3 日，对王翔来说
具有别样的意义。这一天，万州区
法院发出了三峡库区首张环保禁
止令。

环保禁止令是针对环境污染
者行为的禁令，能够及时阻止污染
行为，降低对环境的伤害，有利于
保护三峡库区环境。但是，由于司
法环境不完善，关于环保禁止令没
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王翔感到了来
自各方的压力。

“过去，只有等到案件审理结
束才能采取司法措施，制止污染行
为，眼睁睁看着污染一步步扩大。
现在，终于能够及时、有效地阻止
污染行为了，为什么不能建立此类
司法保护措施？”王翔说。为此，他
顶着巨大的压力，着手环保禁止令
这一司法创新。

2014 年 8 月 4 日，经过充分调
研，在上级法院、人大、政法委、环
保行政机关等部门的支持下，万州
区法院通过《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
院关于三峡库区试行环境保护禁
止令的意见》，并率先在三峡库区
发出首份环境保护禁止令，对给饮
用水水源造成安全隐患的某废油
回收有限公司下达了环境保护禁
止令，禁止其排污行为。

两年多来，环 境 资 源 审 判 庭
审 查 并 实 施 了 环 保 禁 止 令 案 件
35 件，涵盖水污染、大气污染、噪

声 污 染 和 安 全 生 产 等 领 域 ，王 翔
的 足 迹 也 遍 布 渝 东 北“ 一 区 八
县 ”，平 均 每 件 案 件 均 在 申 请 后
50 个小时内作出并实施，通过极
强的时效性及时处置和控制了环
境风险。

吹绿色号角，推进环
境公益诉讼

“面对当前环境保护新形势，
工 作 不 能 只 追 求 稳 扎 稳 打 ，要 创
新、要突破，更要抓住时机。”王翔
告诉记者。环保不只是环保部门
的 工 作 ，而 是 全 体 公 民 共 同 的 义
务。为了推进全民环保，王翔找到
了环境公益诉讼这个突破口。

2014 年 11 月 13 日，经过前期
扎实的准备工作，万州区法院立案
受理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湖
北建始县某公司巫山千丈岩水库
水污染责任纠纷案。王翔主动申
请承办这一案件，因为这是他等待
多时的契机，让环境公益诉讼走进
百姓视角的契机。

为了积极稳妥推进案件审理，
王翔先后 7 次前往污染地千丈岩
水库勘察现场、收集证据，组织环
境资源技术专家、环境法专家召开
环境公益诉讼专家咨询会，还 4 次
赴湖北与相关部门交流、协商，探
索、实践环保专家出庭作证机制等
系列疑难问题的解决路径，为跨行
政区域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
提供了有益借鉴。

山城的夏天，酷热潮闷，王翔
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在他
的 辛 苦 努 力 下 ，案 件 审 判 进 程 顺
利，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原告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表示，王翔
不仅办好了这个案件，更推动了一
个 制 度 的 良 态 运 行 ，作 为 公 益 组
织，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

做绿色卫士，守护库
区绿水青山

自 2011 年环境资源审判庭成
立以来，王翔累计审理环境资源案
件达 370 余件。每一个案件，他都
坚持走进现场，就地审判、就地教
育、就地宣传。

2012 年 1 月，王翔把审判庭搬
到案发地孙家镇，审理高某某等三
被告人滥伐林木案；2013 年 8 月，
王翔前往瀼渡镇巡回审判冯某某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2014 年，王翔
前往巫溪县巡回审判燃某某等私
设电网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案……在巡回审判的过程中，王
翔不仅公正、高效地审结案件，更
教育了当地群众，增强了全社会环
境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

王翔还坚持回访，督促被告人
（被执行人）积极采取修复或补救
措施，足迹踏遍了三峡库区的山山
水水。他说：“让老百姓真正认识
到保护生态的重要性，认识到环境
好生活才好的道理是我们环境司
法的最终目的。”

三峡库区环境司法的捍卫者
——记重庆市万州区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王翔

◆褚宏芍

◆尧华燕 范京川

环保北京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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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大V”的幕后推手
——记北京市环保局宣教处项悦凯

重庆市首
例环境公
益诉讼宣
判 现 场 ，
被告签收
判 决 书 。
左 为 王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