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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他是大凉山的儿子，用坚强臂膀，守护着
山水；

他 是 勇猛的斗士，用 法 的 武 器 ，与污浊
较量。

伍华，一个地道的彝族汉子，他常说，自
己是“大凉山的一只鹰”，要用自己锐利的“鹰
眼”，紧盯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无论谁想亵
渎这片土地，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作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环保局环境
监察执法支队支队长，伍华敢于向环境污染
亮剑。对违法排污的企业，他绝不容忍；对隐
瞒包庇的管理者，他毫不手软。

3 年 12 万公里的跋涉，575 件环境行政处
罚案件，71 件限产停产案件，他经手的案件没
有一起被行政复议，他用行动向人民交出了
一份实实在在的成绩单。

当得知自己获评 CCTV2017 年度法治人
物时，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伍华却没有过多
的喜悦与兴奋。对他来说，这些荣誉并不是
他 出 发 的 原 因 ，但 更 加 坚 定 了 他 前 进 的 步
伐。他所要守护的，是祖祖辈辈的家园，是美
丽中国的绿水青山。

◤挺直腰杆、敢于担当，是环境执
法人员应有的风骨和灵魂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
区，自古以来就是通往云南和东南亚“南方丝
绸之路”的交通要道 ，也 是 长 江 上 游 重 要 的
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区。

近年来，由于资源能源的过度开发和部
分企业的非法排污，凉山州不再是一片净土，
留下了污染和贫穷。

在目睹了家乡发生的巨变后，伍华义无
反顾地挑起了环境监督执法的重担。“过去不
敢 查 的 企 业 ，我 去 查 ；不 敢 办 的 案 子 ，我 去
办。”伍华暗自许下誓言，要做一名守护家乡
净土的“卫兵”。

凉山州共有17个县市，经济发展涵盖 39个
行业，有近万个污染源，分布点多、线长、面广，
且大多数矿山开采洗选企业和水电站位置偏
远、山高路险。也正因此，凉山州环境监察执
法工作面临着自然条件差，人员、能力不足
等多重压力。

“环境执法程序违法也不行。”伍华在全
面梳理工作流程后，将全面规范和统一全州
环境行政处罚法律文书的式样，作为新官上
任的“第一把火”。

同时，他严格按照《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等法律法规授权和环境保 护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委 托 的 执 法 范 围 ，建 立 和 完 善 了 内 部 交 流
和沟通协调、案件审查移送等相关制度。

厘清了职能职责，理顺了执法程序，伍华
却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遇到了“拦路虎”。

某 钢 厂 是 凉 山州第一排污大户，也 是
“12369”环境污染投诉的热点企业，一直是当
地环境执法的老大难。

无数人劝说伍华，让他知难而退。
伍华关掉手机，带领凉山和西昌的环境

监察执法人员连续一个月每天 24 小时值守在
企业。通过全面深入、细致严谨的调查取证，
形成了企业亟待整改的八大环境问题监察报
告。最终企业缴纳了排污费，并投入两亿多
元对环保设施进行技术改造。

在伍华的带领下，2017 年 1 月~8 月全州
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256 件，与 2016 年同期相

比增加 675.76%，在全州范围内起到了“查处
一件、震慑一批、教育一片、规范一类、保护一
方”的良好社会效果，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环
境合法权益。

一 些 排 污 企 业 私 下 里 称 呼 伍 华 是“ 华
神”，说他执 法 太 过 严厉。对此，伍华说：“假
如我在州支队的执法尺度上松一尺，下属 6个
大队及下辖17个县市的大队长就有可能在执法
尺度上放一丈。”

“言思有则行必威”是伍华的座右铭。在
他看来，挺直腰杆、理直气壮、敢于担当、违法必
究，才是环境执法人员应有的风骨和灵魂。

◤只要是他经手的案子，都会被办
成“铁案”，至今没有一件被行政复议

在 2016 年四川省环境监察执法工作座谈
会上，省环保厅环境监察执法总队长雷毅这
样评价：“伍华同志在支队班子不健全、在岗
人员不足、只有 1 辆执法用车的情况下，用 3
年时间，把凉山州环境监察执法工作从全省
倒数的位置，一跃升至环境行政处罚和排污
费征收工作在全省 21 个市州中均名列第二
名，取得这样的工作成绩，实属不易。”

雷毅表示，伍华最大的优点在于认真二字，
“认真钻研、认真工作，有谋划、有方法、有创新”。

而在伍华同事眼中，只要是他经手的案
子，都会被办成“铁案”，至今没有一件环境案
件被行政复议。

“没有正确的调查也就没有发言权。”伍
华认为，办铁案，是对优秀环境监察执法人员
的最高要求。

一次，环境执法人员在凉山州会理县一
家 铅 锌 矿 现 场 检 查 时 ，发 现 了 环 境 违 法 问
题。伍华随即开展了对涉案企业的详细调
查。他们走访了企业周边的群众，调取了国
土、安监、农业等相关部门的涉案文档资料，
详实的视听资料和完整的证据链，让涉案企
业无可辩驳。

凉山州环境监察执 法 支 队 执 法 人 员 高
玲 感 叹 说 ：“ 伍 哥 执 法 办案不 光 靠 勇 猛 ，更
靠实力。”

伍华对工作认真又上心，妻子刘成瑶经
常 在 深 夜 醒 来 ，发 现他在翻书找法条，钻研
环保知识。“只要是与环保有关的，他都特别
用心。”

“他的手机就是一个环保移动咨询台。”
凉山州环保局信息中心主任乐松说，伍华已
经成长为环境监管执法的专家型基层干部。
县党委、政府的领导也经常给他打电话，咨询
环保工作方面的事情。

短短几年间，伍华凭借着用心钻研的劲

头，在执法过程中迅速成长，成为四川省环境
科学协会环境监察委员会委员、凉山州法律
人才库专家。

◤监管与服务相结合,环保工作社
会满意度明显提高

执法路上时常是山路，崎岖难行，一边是
千丈绝壁，一边是万丈深渊。然而伍华从来
没有退缩过，他开玩笑说，环保工作也是一种
积德行善。对环保的热爱一直是他前进的动
力，工作中，他也不忘积极探索创新环境监察执
法方式。

2016 年，伍华带领队伍深入开展“双随
机”监察、“问诊式”检查和“问责式”稽查，历
时 4 个多月，对全州 17 个县市逐一进行了环
境监察执法工作大检查，并就检查情况分别
形成了履职清单、问题清单、隐患清单、责任
清单和整改清单“五张清单”，得到了省级环
保督察组的高度肯定。

他还创 新 性 地 建 立 了“ 凉 山 州 水 利 水
电 项 目 环 境 执 法 现 场 监 察 单 ”，解决了以往
环保部门对水电站环境监管不到位、难 到 位
的问题。

在他们的努力下，2016 年，凉山州环境质
量整体得到提升，主要流域金沙江、安宁河的
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17 个县市
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或优于二级，出境断面
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全州未发生
一起突发环境事件，环保工作社会满意度明
显提高。

“环境执法人员应坚持环境行政处罚与
教育相结合，监管与服务相结合。”为此，伍华
多次组织开展全州环境监察执法岗位业务培
训和竞赛，邀请检察官、法官、政府法制部门
负责人等老师授课，大幅提高了全州环境监
察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

为切实解决公众与某钢厂污染防治工作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伍华的积极推动下，这
家企业积极敞开大门，通过开展“环保开放
日”等社会活动，不仅搭建起与公众的沟通交
流平台，也消除了公众对污染的担忧和对环
保部门监管不力的质疑。

2016 年，环境保护部和四川省环保厅都
未接到群众关于凉山州“12369”的环保举报
投诉。

“大美生态世代传承、江山如画是我心
言。”伍华深情地说：“这就是我的中国梦、环保
梦。”他以荣誉为新起点，坚持做一名有情怀、有
态度、有作为的环保人，“要让父老乡亲在宜居
的生态环境里幸福生活，为美丽中国守护好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这片绿水青山。”

““鹰眼鹰眼””锐利守护家园锐利守护家园
———记四川省凉山州环境监察执法支队支队长伍华—记四川省凉山州环境监察执法支队支队长伍华

◆本报记者文雯

在吉林省辽源市环境监测站，19 个春去冬来，水质分析室
主任米娟每天都与有毒有害物质打交道，把实验室当成自己的
第二个“家”。

用她的话说：“家里的事当然要尽心尽力。”
多年来，米娟一直秉持“敬业、坦诚、努力”的座右铭不断努

力，成为辽源市环境监测战线上的行家里手，一名“女工匠”。

专注，源于热爱

“我喜欢这个专业，我热爱这份工作。”米娟在工作中充满热
情，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

通过专业培训与自己的刻苦钻研，米娟熟练掌握了各种大
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小至烧杯洗涤、仪器维护，大到环境应
急事故的现场监测，她都亲力亲为、以身作则。

今年 8 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检测“采测分离”工作正式
拉开帷幕。为此，辽源市环境监测站成立了国家地表水环境质
量监测事权上收任务工作组。那些日子，总会看见一个身影进
进出出、跑上跑下，忙得不可开交。

“那时候，每天只有吃午饭的 20 分钟我才能坐下来，其他时
间基本都在忙着准备材料、培训、实验……”

从设备、器具的采购到人员的培训、调度，米娟从未放松精
神。就连坐在回家的通勤车上，心里还在盘算着接下来哪些工
作还没完成，手机的备忘录里记满了待办事项。

国庆节放假前的一个星期，米娟和同事们每天都会加班到
深夜。上初三的儿子已经好多天没看见她，还以为妈妈又出
差了。

一想到这些，米娟总会泪湿眼眶。“这些年，对家人的亏欠确实
太多了。”她对待工作的这种执着坚守，也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让她能安心在工作岗位上焕发活力，创造一个又一个精彩。

精准，源于责任

“从选择环境监测这项工作开始，我就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献
给了环保事业。”米娟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环境监测、水质分析，这里包含的每一项数据都关系到百姓
的生活，也影响到环境管理监督工作的推进。所以，米娟绝不允
许自己的数据出现任何错误。

在她的办公室，“职业道德规范”和“检测人员守则”挂在了
最显眼的地方。实验室里，她总会提醒身边的同事要时刻谨记
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保障采样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米娟承担了“采测分离”这项任务的主要工作。20 个分析
项目的准备工作她都全程跟踪，每个项目的实验室都有她驻足
的身影。

2017 年 10 月，米娟和采样人员与第三方公司在河清断面开公司在河清断面开
展了同步采样。随后，辽源市环境监测站接到了第一批到了第一批““采测分采测分
离”样品，米娟和同事们便一头扎进实验室验室，，投入到紧张有序的投入到紧张有序的
分析工作中。

“采测分离”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有些项目的有效期只有有些项目的有效期只有
24 小时，除去样品运输，留给分析人员的时间往往只有短短的
几个小时。这就意味着，米娟他们常常要加班至深夜，等所有人
走后，她还要将实验数据上传。

有时候回到家里，睡上两三个小时就又要起来继续工作，因
为下一批水样已经送达。

工作紧张而繁重，为了保障数据准确有效，米娟要求分析
人员加大工作量，增加质控措施，给分析数据的质量上了“双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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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北京的蓝天白云多
了。好风光来之不易，美丽风景的背
后，有这样一群敢于亮剑的执法先锋，

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斗在环境监察的第一
线，他们是护卫蓝天的勇士。让我们来认
识他们当中的一员——北京市环境监察
总队的执法队员郭昊。

见到郭昊的时候，他正在大兴区瀛
海镇的一家餐饮企业检查。已经是晚上
8点多了，郭昊虽然有些疲惫，但依然一

丝不苟地核对着台账。
对于企业的油烟净化设施，郭昊说

要亲自上去查看才放心。低矮的阁楼，
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出口通向屋顶。郭昊

和队员们一个个爬上去，按照图纸查找
净化设施的位置。

一边检查，郭昊还一边向饭店工作
人员提出建议：“这个排风机的前端位

置，从程序上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设
计的空间有点儿小了，可以做大一些，这
样对它的后续维护和保养都有好处，也

容易操作。”
郭昊忙里偷闲和笔者聊了几句。早

在大学时代，他就十分关注环境保护。
2001年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环

境执法队伍，一直奋斗在一线，收获了大
量环境污染治理的工作经验；生活中，他
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提起孩子，郭昊一
脸的幸福。

此时，检查完毕，郭昊才抽空给家里
打了个电话。夜色渐浓，郭昊和同伴们
还没有吃晚饭，大家又匆匆赶回单位吃

了盒饭。
自从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攻坚执法

以来，郭昊和同事们就开启了5+2、白加
黑的工作模式，不能按时吃饭、不能准时

回家，早已习以为常。没有一个人叫苦
喊累，所有队员都全力以赴，始终战斗在
环境执法阵地的最前沿。他们都期待通
过自己的努力，让首都的环境越来越好。

守护绿水青山，留住蓝天白云，这是
一位父亲最朴素的愿望，也是每一位环
保战士的心愿。

◆朱晓彤

图片故事

守护蓝天的执法先锋守护蓝天的执法先锋

成绩，源于付出

米娟的工作成绩，得到了辽源市环境监测系
统的广泛认可。先后荣获辽源市环境监测系统化
验员技能竞赛一等奖、业务考试一等奖，被评为辽
源市全能优秀监测人员，并于 2015 年入选环境保
护部第一批环境监测“三五”人才技术骨干。

在 2010 年环境保护部举办的环境监测技术
人员“大比武、大练兵”活动中，她代表东丰县环境
监测站参赛，取得全市第一的好成绩。随后被选
拔代表吉林省参加全国环境监测系统大比武，依
然表现优异，个人理论成绩在吉林省 4 位参赛队
员中排名第一。

成绩来之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工作中，米
娟经常会为同事们考虑，把事情想在前、做在前。

在“采测分离”工作中，她为了节约大家的时
间，利用休息时间把每个项目的原始记录都重新

编辑，并变换成公式，以方便数据的统计；而在手
机扫码和数据上报环节，由于一些同事年龄偏大
不善于电脑操作，米娟又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

她说：“多人上传存在很多弊端，我一个人做
虽然累了些，但相应地减少了后续二级审核和三
级审核的工作量。”

这期间，米娟患上了重感冒，发烧 39 度的她
一边吃药，一边坚持完成手头的工作。“我们的工
作量比原来多了几倍，大家都已经很累了，所以我
更不能请假。”

在她的带领下，监测站的每个人都尽心尽力，
克服人手少、任务重的难题，圆满完成了第一次

“采测分离”工作。
米娟用“工匠”精神影响着身边的每个人，在

“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中，实现着自己的人
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