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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她 们 是 贤 惠 的 妻 子 ，

她们是慈爱的母亲，她们

是乖巧的女儿……而此刻

的抗疫战场上，她们却是

一支坚守在一线的生态环

保力量，或在工作台前一

遍遍检测，确保环境安全；

或在单位防控中奔波，为

前线的战士筑起坚固的堡

垒；或奔走在执法一线，守

护最后一道防线。而在生

态环境系统和医护系统，

还有众多的“夫妻档”，分

别坚守在不同岗位，为生

命安全和环境安全护航。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

来临，本报特选取了一组

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巾

帼写照，展现她们在关键

时刻义无反顾冲在疫情防

控前线，用行动诠释初心

与使命。此时此刻，只想

向她们道一声：铿锵玫瑰

们，你们辛苦了！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徐璐

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市生态
环境局系统的一些“半边天”们，
积极响应局党组的号召，闻令而
动、挺身而出，第一时间组建了疫
情防控环保巾帼突击队，奋力投
身疫情防控阻击战，勇当战“疫”
服务员、宣传员和战斗员。

“我们承担着局系统疫情防
控工作专班办公室的日常事务，
上级各项指令务必及时、准确下
达，局系统的所有疫情信息务必
精准、高效上传，这个‘战时中枢’
务必保持高效运转。”突击队队长
魏峻说。

一个多月来，巾帼突击队夜
以继日的工作成为常态。魏峻是
全勤在线的“管家”，统筹协调、周
密部署、精心调度、服务到位。为
了保障全局各项防控工作快速响
应、有序开展，突击队在除夕前一
天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投入战斗，
春节假期更是轮流到岗，发挥沟
通上下、联系左右、协调各方的枢
纽作用。

非常时期，筹措防疫物资困
难很大。孙晓红、王敏、顾笑天

“变身”采购员和管家，想方设法
筹措防疫防护物资。

为了尽可能减少人员聚集和
流 动 ，局 系 统 大 力 推 行 网 络 办
公、视频会议，随之对信息化技
术保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王
晓燕带领技术团队利用春节期
间优化方案、反复测试，最终在
返工前夕实现了升级版软件的应
用，确保了通信设备和网络的稳
定顺畅。

巾帼突击队坚持把这次疫情
防控作为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宗
旨意识、初心使命和担当精神的
一次大考。一份份“加急”“特急”
文件接踵而至，急件速办，但质量
不能打折；任务多而杂，但“忙”工
要出细活。

文秘组的“五朵金花”徐琳、
颜旻、陈蓓蓓、刘蔚敏、王艳相互
配合，通力合作。相关疫情防控
文件优先办理、加急处置，前期与
承办单位充分沟通，确保办理准
确度；电话和微信责任到人，确保
服务精细度；工作交接有台账，确
保团队配合度。

每天晚上，巾帼突击队的微
信群里都会“跳出”两张统计表，
清晰地标注着全系统 39 个部门

800 多位人员的离返沪和隔离信
息。一个多月，准确无误地收集、
核对、汇总、上报人员信息近 3 万
条，为管好自家人、守好自家门夯
实了基础。

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巾帼突
击队的工作团队按照局里的统一
部署，用手中的笔与一线生态环
保铁军并肩作战。

“这个地方表述不太准确，还
要再修改一下。”

“这个数据准确吗？请再仔
细核对一下。”

当忙碌一天的一线防控人员
收工后，巾帼突击队的宣传人员
开始各就其位，精心梳理各类信
息和素材，竭尽所能地把疫情防
控工作中最精彩最感人的故事奉
献给大家。

近 段 时 间 ，上 海 环 境 双 微
平 台 的 日 点 击 量 已 突 破 14.4 万
余 次 ，几 乎 每 天 都 有 原 创 稿 件
被 生 态 环 境 部 和 中 国 环 境 网
转发。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正能量，
正在这里传递和凝聚，巾帼突击
队正用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为打
赢这场战役作出“半边天”应有的
贡献。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系统疫情防控环保巾帼突击队：

勇当战“疫”服务员宣传员战斗员

◆本报见习记者邹祖铭

“现在我吃穿不愁，国家给我发低保，
一个月前孙子也娶了媳妇……这日子越
过越好，生活也有了盼头。”从贵阳驱车 5
小时，穿梭在喀斯特岩溶山区，沿着盘山
公路来到贵州省毕节试验区大方县黄泥
塘镇大坝村，在 80 岁的孟生利家中，记者
边吃着喜糖，边与老人聊了起来。

精准扶贫显成效
扶贫干部敢担当

长期以来，孟生利老人的儿子因伤残
丧失劳动力，儿媳文化水平不高，家里的
生活苦不堪言。2016 年，大坝村委将孟
生利标识为精准扶贫的对象，为老人建档
立卡，通过养殖、种植、医疗健康扶贫、民
政兜底等帮扶措施给老人的生活带来了

希望。
通过两年的帮扶工作，2018 年，经村

支“两委”驻村工作队的核实，孟生利老人
退出贫困户队伍，顺利脱贫。“现在国家每
月给我 194 元的农村低保，每年给我 900
元的养老金，还有生猪、辣椒直补，养蜂、
养牛的分红……真的要感谢党，感谢政府。”
话语间，孟生利老人的眼眶有些湿润。

在孟生利老人家门口，贴着一张精准
扶贫明示牌，上面分条、列点地写下了大
坝村委的帮扶内容和成效。在明示牌的
最下面一栏，驻村干部和扶贫干部的两个
签名同样签着“张庚”二字。据大坝村村
支书文贵伟介绍，张庚是贵州省脱贫攻坚
人才引进的驻村干部。

今年 32 岁的张庚，来到大坝村之前，
在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从事技术
研究工作。说起到大坝村的初衷，张庚
说：“我本身就是从农村出来的，能为农村
建设做点事，我觉得很幸福。”

3 年间，张庚见证了大坝村渐换“新
颜”。“我刚来的时候，村里有 57 户贫困
户，路也不宽，老百姓喝水只能喝‘天水’，
就连和他们交谈，精神面貌也不太好。”

张庚来到大坝村之后，积极与村里的
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村民沟通，主动与前
单位联系共同讨论大坝村的规划，走访和
了解贫困户。

2019 年，在张庚和其他村干部的精准
帮扶下，大坝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47 元，
全村没有了贫困户。走在 6.5 米宽的水泥
路上，喝着安全的饮用水，村民脸上难掩
笑容。

“每年正月，村里苗族还会举办‘跳花
节’。我向村民提议，可以考虑发展点民宿
产业，让游客在村里多住几天，感受下乡村
之美。”张庚说。

据贵州省扶贫办数据统计，2019 年，
贵州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从 2015 年的
623 万减至 30 万，贫困发生率从 14.3%降至
0.85%。

因地制宜建民生工程
解决脱贫路上“水”难题

贵州“天无三日晴”，年均降雨量大，但
受喀斯特地貌影响，“工程性缺水”成为制
约贵州脱贫攻坚道路上的重要短板。

为 守 护“ 水 美 贵 州 ”，截 至 2019 年
底，全省在建骨干水源工程 411 个，中型
水库投运县达 76 个，全省水利工程供水
能力达 122.9亿立方米。

来 到 毕 节 七 星 关 区 纳 雍 县 ，一 座
1323 米高程的雄伟大坝镶嵌在两山之
间，将六冲河截断，上百名施工者正进行
后续检查工作。

这是被称为贵州“一号水利工程”的
夹岩水利枢纽及黔西北供水工程大坝。
据夹岩公司经理谭其志介绍，工程在去
年 8 月就已经封顶，预计工程建成后将
有效满足毕节、遵义 10 个县、8 个工业区
及 267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

从批复到封顶，7 年的时间，谭其志
和他的团队巧妙应对深埋长隧洞瓦斯、
涌水涌泥、高地应力等复杂地质问题，全
过程使用超前地质预报雷达系统，精准
打通山体；利用大数据，实现了大坝填筑
碾压质量控制的智能化。

当地居民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也成
为夹岩公司高度重 视 的 一 环 。 今 年 32
岁 的 钟 勋 是 公 司 移 民 环 境 科 的 科 长 ，
他 时 常 带 领 科 室 人 员 深 入 移 民 户 ，宣
传 国 家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的 政 策 ，耐 心 讲
解移民对于就业和下一代发展的重要
意义。

据毕节市水务局相关人员介绍，夹
岩公司将水利工程总投资的 1/3 投入到
移民工作。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已累计
完成工程征地 51340 亩，建设 9 个安置
点，完成移民搬迁 3424 户、16813 人。

贵州毕节大方县精准扶贫显成效

“日子越过越好，生活有了盼头”
本报记者周兆木 通讯员贾

宇清杭州报道 浙江省杭州市生
态环境局余杭分局(以下简称余
杭分局)日前开通“绿色通道”，疫
情防控期间，对国家和地方党 委
政 府 认 定 急 需 的 医 疗 卫 生 、物
资 生 产 、研 究 试 验 等 建 设 项 目
实 施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应急
服务保障措施。

杭州市聚仟洁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急切地打电话说，他们是
一家无纺布生产企业，因为生产
原料和环境的有利条件，现打算
新建无菌车间并增加医用口罩生
产线。现在其他审批步骤已经基
本完成，但由于疫情影响，他暂未
联系上环评编制单位，不知道什
么时候才能完成环评审批正式
投产。

余杭分局接到电话后，高度
重视，立即向塘栖镇政府、塘栖市
场监管所核实情况，并对企业的
具体情况进行了解，在确定情况
属实后，当即告知企业项目在基

本不造成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可
以豁免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如疫
情结束后仍需继续使用的，可以
补办环评审批手续。从企业打电
话“求助”到得知并确认项目可免
于办理环评手续的结果，整个过
程不超过 1个小时。

企业负责人惊喜地表示：“没
想到投产口罩生产项目还能享受
环评审批豁免的‘绿色通道’，真
是要谢谢你们生态环境部门，真
是想得太周到了，政府能这么为
企业考虑，我们企业生产还有什
么后顾之忧呢？我们一定快马加
鞭，尽快投产。”预计企业 20 天内
即可投产，届时每天可生产医用
口罩 10万个。

无独有偶，这个镇另一家具
有相应生产能力的企业打算新上
一条消毒液生产线，也来电咨询
环评审批相关事宜。余杭分局在
充分了解情况后，同样告知其可
走“绿色通道”先行投产，后续再
补办相关环评手续。

余杭“绿色通道”豁免环评审批
助力医疗物资生产

◆王莎

“昨天的消毒剂使用记录
在 哪 里 ？ 废 水 各 项 指 标 实 时
数据是这个吗？”在江苏省人
民 医 院 ，胡 静 正 在 向 医 院 相
关负责人了解医院的废水处理
情况。

面对疫情，作为南京市鼓
楼区环境 监 察 大 队 一 名 执 法
人 员 ，胡 静 的 主 要 工 作 就 是
负 责 辖 区 内 7 个 街 道 所 有 医
疗 单 位 的 环 境 监 管 ，工 作 量
大且杂。

初心如磐不畏难

南 京 市 拥 有 大 大 小 小 医
疗 单 位 共 计 3000 多 家 ，三 级
甲 等 以 上 重 点 医 疗 单 位 共 有
二 十 几 家 ，其 中 12 家 位 于 鼓
楼 区 。 胡 静 负 责 管 辖 的 街 道
内，就包含 3 家新型冠状病毒
感 染 的 肺 炎 首 批 定 点 收 治 医

院 。 除 此 之 外 ，她 负 责 的 辖
区 内 还 有 几 百 家 社 区 医 院 和
诊所。

疫情发生后，胡静迅速行
动。“知道疫情后，我把辖区内
所有三级甲等医院以 上 医 院
负责人、经办人、执法人员拉
进 一 个 微 信 群 ，每 天 报 备 当
天 污 水 处 理 量 、危 废 处 置 量
等 ，及 时 反 馈 给 市 局 和 区 防
疫指挥部。”

“压力山大！”胡静感慨道。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污水总

控室，胡静紧盯着屏幕。医院
的废水从排出到处理合格要经
过 7 道严格的工序，最终经系
统检测合格后，才会排入市政
管网。

“ 最 主 要 就 是 关 注 COD
指数，它是一个重要而且能较
快测定的有机物污染参数。”胡
静说。水质实时数据在线 24
小时不间断检测，一旦发生异
常便会报警，执法人员会即刻

赶赴现场检查，确保水质达标
排放。

使命在肩化于行

口罩，一次性浴帽，一副
不专业的护目镜，这是胡静为
自己准备的防护“装备”，伴随
她进出过南京大大小小的医
疗单位。医院、社区诊所，活
跃着胡静的身影。

医 院 治 病 救 人 ，却 也 是
最 危 险 的 地 方 。“ 医 疗 废 物
监 管 本 就 是 我 的 职 责 ，职 责
所在，必将前往。”胡静肯定
地说。

随 着 疫 情 形 势 不 断 严
峻 ，医 疗 废 物 、医 院 废 水 的
处 理 也 面 临 新 的 挑 战 。“ 如
何 把 市 民 的 担 忧 降 到 最 低 ，
只 有 把 分 内 工 作 做 到 最
细 。”胡 静 说 。 按 照 新 冠 病
毒 疫 情 防 控 要 求 ，胡 静 和 各
家 医 疗 单 位 沟 通 协 调 ，增 加

消 毒 剂 用 量 ，加 大 人 工 检 测
频次。

自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以
来，医疗单位废水人工检测由 6
小 时 一 次 调 整 为 2 小 时 一 次 。
每一个数据的背后，都需要胡
静和同事们仔细核对，及时发
现问题，确保不发生意外；每一
张数据清单，都是胡静和同事
们 日 夜 奋 战 、审 慎 待 之 的 结
果。这些大大小小的化学符号
和数字，守护着重点医院的最
后一道防线。

小 个 子 、弱 女 子 是 别 人 第
一 眼 对 胡 静 的 感 官 印 象 。 几
年前，胡静生了一场大病，电话
那头的她不愿意说出病情，“好
多人我都瞒着的，说出来大家
都会照顾你，现在执法力量这
么欠缺，在我身体状况良好的
情况下，我愿意继续为环保做
点事。”

“这是环保人的初心，我很
热爱这份工作。”胡静说。

铿锵玫瑰绽放在疫情防控一线

湖北省咸宁市环境监测站刘晓雯从 1 月 25 日开始，就与监测
站的同事一起坚守岗位，监测分析咸宁市中心医院及全市各集中
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

在闷热的无菌室里，她一丝不苟地按照技术要求进行实验分
析，一次实验数小时，每次从无菌室出来，她都汗流浃背，来不及
考虑自己，立即将前一批接种的样品拿出来观察并详细记录分
析结果。 余桃晶明聪摄

◆张琳 王雯晏利扬 李妮斯 叶相成陈宇

在此次疫情防控一线，他们是夫妻，并肩
逆行，是伴侣，也是战友，成为抗疫前线最美
的“夫妻档”。

“不留下点伤疤，哪里算到过
战场”

对于杨细宝和吴程为这对恩爱夫妻来
说，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过年值守并不是新
鲜事，但今年，是他们第一次觉得两人在并肩
作战，紧紧相连。

杨细宝是浙江省温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队应急处置队队长，吴程为则是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胰腺诊治中心护
士。

“我救死扶伤，你守护一方，没有过不去
的冬天，没有到不了的春天。并肩逆行是我
们做过的最浪漫的事，也是给儿子最好的榜
样。”吴程为对丈夫说。

“家里有我，你安心上班，在寝室也要带
好口罩，做好自己安全防护。”杨细宝每天跟
妻子视频聊天时总会提上一句。

从正月初二开始，作为应急处置队队长，
杨细宝被任命为市生态环境局疫情防控工作
联络员和综合联络组副组长，第一时间投入
到疫情防控的联络、协调工作中去。他始终
坚守自己的岗位，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1 月 26 日，吴程为得知，医院新冠肺炎隔
离病房急需医务人员的支援，她第一时间向
护士长申请去支援。2 月 12 日，她踏入了隔
离病房，1个月不能回家。

“每次穿上隔离服，戴上口罩，时间久了
就感觉有点缺氧、窒息，甚至全身乏力。一天
六七个小时下来，脸上就有了‘天使印记’。”
吴程为说，每天跟家里人进行视频聊天报平
安的时候，爸爸妈妈看着她皱巴巴的脸，忍不
住要掉眼泪，但她总是打趣地说：“不留下点
伤疤，哪里算到过战场。”

“我和她都有必胜的决心”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
大队副队长李明和他的妻子刘小燕也是一对
抗疫前线的“夫妻档”。

刘小燕是西部战区总医院心血管外科护
士长，具有丰富的重症护理经验，此次也是主
动请缨上前线。

接到妻子即将奔赴一线的电话后，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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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赶回家，收拾好妻子的日
常用品，马不停蹄赶到妻子所
在医院，将行李交至她手中。
这 时 距 离 西 部 战 区 医 疗 队 出
征武汉只有 9 个小时了，没有
更多的时间可以相互嘱咐，他
们对望的眼神里满怀着对方能
够读懂的那份信任、坚定和叮
咛……

自从疫情发生，这个春节
他们夫妻俩就再也没能好好陪
家里人吃过一顿饭。

面对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李明义无反顾地冲
在抗疫一线，负责带领成都市
成华生态环境局医废处置组第
二小组对全市医疗机构和隔离
点位医疗废物的收集、转运、处
置以及医疗废水的处理进行监
督管理，确保医疗废物、废水不
造成二次污染。

说到妻子，李明满脸的骄
傲与自豪，“她从事医疗护理工
作已有 30 年，在 2015 年就自愿
报名前往利比里亚参加抗击埃
博拉战斗。这次临危受命,我
还是有不舍和担心，但也早有
心理准备，疫情就是命令，况且
我了解她，守护生命是医者的
神圣使命，面对这次肺炎疫情，
我和她都有必胜的决心。”

“我和儿子在十堰
等着你”

刘 涛 和 宋 玲 这 对“ 夫 妻
档”，一个坚守在武汉，一个奋
战在十堰。

刘涛是湖北省十堰市生态
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副
局长。今年疫情防控工作启动
后，他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同时，他还承担了开
发区光明社区二机电小区二区
共计 4栋 126户社区防疫工作。

宋玲是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普 外 科 护 士 长 。 2 月 15 日 上
午，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要派出
6 名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前往
武汉支援，宋玲主动请缨带队
前往。由于十堰正执行严格的
隔离措施，宋玲出征时，刘涛不
能到现场为她送行。于是，刘
涛在朋友圈里晒出这样一条信
息：“漫天飞雪的早晨，送妻子
出征武汉！愿早日扫除瘟疫，
平安凯旋！我和儿子在十堰等
着你！”

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战斗中，这些“夫妻档”们还
在不同的战线坚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