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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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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军

今年 72 岁的叶双民从小就有一个绿色梦
想。出生在大山里的他伴随着满眼的绿色长
大，也一直渴望穿上绿色的军装。自 1968 年他
成为绿色方阵的一员后，这个绿色的基因更根
植于他的心中。

1979 年 10 月，叶双民转业到辽宁省辽阳市
商业系统，先后做过宣传干事和工会主席。这
些年，他始终退伍不褪色，坚持学雷锋做好事，
自己节俭生活，但是帮助他人从不吝啬。他组
织了一个自行车队，平时经常深入到城镇乡村
宣传环保，甚至还走出本市本省去宣传，足迹遍
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等 12 个省
的 100多个市县，行程 10万多公里。

叶双民家的房子很小，但是装饰却像个环
保工作站，里里外外贴满了绿色低碳的科普宣
传资料，墙上也是各种各样报纸杂志剪贴的大
汇合。小屋的一面墙上，还张贴了许多爱心活
动的照片、剪报，以及开展各种活动的队旗。

2004 年退休以后，叶双民全身心投入到环
保宣传中去，他说，自己要做一辈子环保事业。

“绿色环保，爱我家园，除掉陋习，文明健
康，幸福人生。”这是叶双民经常挂在嘴边的
话。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深深影响了家人；多
年来，老叶专注于做环保和公益事业，老伴全力
支持他。几十年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也直接
影响了孩子们。“我们老两口的生活非常简单，
洗菜的水用来浇花，洗脚水和洗拖布的水冲厕
所。”叶双民说。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美丽辽阳，我是
行动者”，这是 2019 年 6 月 5 日，叶双民代表全
市数千名环境保护志愿者发出的铮铮誓言，他
不光喊出口号，更是落实在实践中。

多年来，叶双民不但热心助人，还常年深入
社区、学校、企业、农家宣传环保。哪里人多、哪
里有群众性活动，哪里就是他的讲台，不仅宣传
绿色环保知识，还宣传吸烟的危害，倡导禁烟，
摒弃各种陋习。

叶双民是一位执着的环保志愿者，更是一
个铁杆的绿色低碳生活的践行者。为增强宣传
工作的说服力，老伴和女儿也帮助他收集了大
量环境宣传资料，自己花钱印制了几万份宣传
资料和各种宣传卡片，制作成展板固定在公园
和路旁的树上、建筑物旁。

现在，叶双民依旧每天扛着环保大旗和资
料进社区、学校、企业、农家宣传环保,用自己的
执着感动着周围更多的人。多年来，叶双民多
次被省市评为“最美环保志愿者”和“十大环保
杰出人物”，近日，他又被家乡授予“50 载科普，
一辈子惠民”的牌匾。他说，自己一定要把绿色
环保理念宣传下去，让绿色梦想在更多人心中
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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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来自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数
据显示，2019 年鹤岗市 PM2.5 全年平均浓度为 24 微
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标率 98.0%，空气
质量综合变化率同比排名黑龙江省第一。

为推进生态环境整治，鹤岗市首先实施水源地
立法；通过机构改革，环保力量实现了系统性重塑；
建成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并投入运行，实时掌握辐
射环境状况；构建“鹤佳双伊 3+1 城市联防联控”体
系，实现环境区域共享；优化服务，“环评”审批最多
跑一次。

同时，鹤岗全力抓好“两提升”。一是重点源污
染治理设施的提升，投资 1.24 亿元，完成华能鹤电公
司 1200 千瓦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龙煤集团热电厂
150 千瓦机组脱硫、脱硝、脱尘达标改造；全市 6 户电
力企业全部完成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二是涉气
行业清洁生产水平的提升，全市电力、化工、水泥行
业共计 15 户企业全部完成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
投资 5409 万元，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218 个，全市重点
涉气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升。

此外，鹤岗严格秸秆焚烧管控，成立了由 4 名市
委常委为组长的秸秆焚烧督察组和 4 名市政府督察
专员带队的巡查组，实现了全方位、无死角、不间断
督查；市县乡三级财政及社会资本投入 10038.7 万
元，完成秸秆离田 69.17 万亩，完成率 78%，秸秆综合
利用率 78.3%。截至目前，鹤岗市尚未发生违规焚
烧秸秆案件。

李明哲

◆周兆木 钟兆盈徐军

青山湖被浙江省水利厅、治水
办命名为美丽河湖；临安区锦南街
道、渚川镇、湍口镇成为区首批创建
成功的“无污染镇街”，玲珑街道等
13 个镇街基本达到“无污染镇街”标
准……这些成绩都离不开浙江省杭
州市临安区从去年 4 月提出的创建
无污染镇街行动。

据悉，创建无污染镇街行动围
绕“无重污染大气、无非法排水口、
无不合格水体、无农业面源污染、无
非 法 堆 放 倾 倒 处 置 固 废 、无‘ 低 散
乱 ’加 工 企 业 、无 环 境 风 险 安 全 隐
患、无环保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无
生态环境信访积案、无生态环境管
理死角”等“十无”标准，积极发挥镇
街主观能动性，促进生态环境问题
解决全覆盖，不断提升临安生态环
境“颜值”，取得了空气优良天数达
93.4%、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的
好成绩。

集全区智慧构建立体
创建格局，用镇街之力铺好
全域整治网

据了解，为有效推进“无污染镇
街”的创建，临安区建立了由区主要
领导任组长，生态环境分局、发改等
11 个相关部门和 18 个镇街、科技城
为成员单位的创建机构。在此基础
上，制定了“无污染镇街”行动方案，
明确了三大阶段工作任务，确定整
治措施，明确整治时限、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实行清单式销号管理，使创

建单位任务清晰、目标明确、责任落
实。并根据“无污染镇街”的“十无”
标准，明确考核细则和考核部门，并
设相关加分项和“一票否决”项，确
保到 2020 年底力争全部创建成功。

在推进“无污染镇街”创建工作
中，临安区以每月信息专报的形式
对工作开展、经验做法等情况定期
报送，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排名通
报，每周以周报的形式对主城区空气
质量情况进行通报、分析，提出要求，
对重点项目形成部门联合巡查和督办
机制。据临安区“无污染镇街”创建领
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样就能随
时知道进展情况、还存在哪些问题，既
能促进创建单位，又能对下一步工作
做到心中有数。”

同时，临安区充分发挥镇街作
用，全区 18 个镇街和科技城积极行
动，主动作为。

为破解基层生态环保人员力量
不足、服务技术不强的问题，临安区
以镇街为单位，根据辖区污染源特
征 、行 业 分 布 等 ，招 聘 各 具 特 长
的“环保管家”，以政府埋单、企业受
益的形式进行市场化运作，自主但
不“脱缰”，并对第三方资质、技术人
员、检查规范等 13 项内容提出要求，
并统一规范要求和管理，确保服务
到位、服务贴心。目前临安区 18 个
镇 街 和 科 技 城 都 聘 请 了“ 环 保 管
家”，102 名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环境
服务工作，已为 1234 家企业、850 家
餐 饮 企 业 提 供 免 费 体 检 式 检 查 服
务，有效提升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和
服务水平，是杭州乃至全省的率先
尝试。

突出重点，打好专项组合拳

临安区结合全区行业特点和工
作实际，根据各部门职责量身定制
工作任务，搭建创建“10515”工作框
架，即无污染镇街的“十无”标准；固
废整治、城区道路扬尘整治、建筑工
地扬尘整治、河道（小微水体）清污
净水、“VOC”污染整治等五大专项
行动；成立环境空气质量提升整治、
青山湖水质提升、汪家埠断面水质
保障、主城区乡镇行业整治等十五
个专班。这些专班由各牵头单位负
责组建，落实巡查检查督查工作，并
量化工作定期通报。

在组建专班的同时，临安区克
难攻坚解决问题，主城区空气质量
整治提升有一定难度，就实施最严空
气管控。坚持“毫克必争”理念，在扬
尘整治督查专班的监督下，引进第三
方开展全天候巡查，重点对湿法作业、
道路扬尘、裸土覆盖等问题巡查。同
时创新实施扬尘管控绩效扣分制度，
目前已对 3 家 集 团 实 施“ 蓝 天 保 卫
战”过程考核扣分。围绕水质提升
开展青山湖及汪家埠断面水环境容
量研究，推进 26个工程项目实施，项
目计划总投资90648.99万元。完成城
市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系统提升改
造，实现每日供水 150吨，用于道路扬
尘洒水。结合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信
访件、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件和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相关部门和
镇街对全区进行拉网排查，已完成问
题整改 2399 个，实行了“一点一策”，
以销号制的形式推进整改。

围绕“十无”标准，集全区智慧，促进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全覆盖

无污染镇街创建提升临安“颜值”

本报讯 为促进生态环境保
护公众参与，陕西省延安市生态
环境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 90
名生态环境义务监督员，并于近
日举办了石油开发清洁生产公众
开放暨生态环境义务监督员上岗
活动。

活动中，生态环境义务监督
员代表现场观摩了长庆采油一厂
王东作业区井下作业清洁生产展
板和油管杆密闭刺洗、高分子软
体平台技术应用。随后又观摩了
王窑钻试废液处理站废液处理工
艺，了解了企业清洁生产情况。

参观完井场后，一名生态环
境义务监督员感慨地说：“我一直
以为油气开发企业的井场应该是
油污遍地，气味难闻。今天的参
观改变了我对油气开发企业生产
场地脏乱差、污染环境的看法，让
我对生态环境治理有了更深层次
的认识，非常有意义。”

参观完油气开发企业，延安

市副市长张强为来自社会各界的
生态环境义务监督员代表颁发了
聘书。

张强指出，举行本次活动，目
的就是督促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
任，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监督生
态文明建设，合力保护好来之不
易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部门要
全面畅通信息渠道，积极组织环
保设施公众开放活动，定期召开
生态环境义务监督员座谈会，通
报生态环保工作情况，听取各方
意见建议，做好服务工作，并及时
向市委、市政府反馈意见建议办
理情况。

张强说，希望每一位生态环
境义务监督员能够积极履行职
责，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大胆
检举环境违法行为，及时反映环
境执法情况，充分表达群众的环
境诉求，真正发挥好群众与政府
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胡静

延安90名生态环境义务监督员上岗
大力宣传生态环保，真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本报记者钟奇振 通讯员何闪闪梅州报道 广东
省梅州市生态环境局近日首次向社会发布梅州生态
环境质量指数“梅指数”，即对辖区内的梅江区、梅县
区、兴宁市、平远县、蕉岭县、大埔县、丰顺县、五华县
等 8 个县（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和水环境质量指数
进行公布，并对优劣进行排名。

此次公布的是梅州各县（市、区）2020 年 4 月和 1
月-4 月环境质量指数，具体包括：二氧化硫（SO2）、
二 氧 化 氮（NO2）、可 吸 入 颗 粒（PM10）、细 颗 粒 物

（PM2.5）、一氧化碳（CO）、臭氧（O3）等指数及首要污
染物情况，省考核断面水质监测情况、变化趋势及考
核目标等。

公布结果显示，空气质量指数排名中，4 月排名
最前是平远县，排名最后是丰顺县；1 月-4 月平均排
名最前是平远县，排名最后是丰顺县。水环境质量
指数排名中，4 月排名最前是大埔县，排名最后是兴
宁市；1 月-4 月排名最前是平远县，排名最后是兴宁
市。与 3 月相比，水环境质量变化趋势有好转的断
面有梅江区梅江西阳电站、蕉岭县石窟河新铺；变差
的断面有梅县区梅江蓬辣、五华县梅江水口英勤；其
余断面水质稳定。

今后，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将于每月 10 日定期发
布空气环境质量指数，20 日发布水环境质量指数。
据介绍，“梅指数”的发布是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碧
水攻坚战的重要抓手，是引导、指导县（市、区）治污
攻坚工作的风向标。

梅州首次发布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平远县两项“梅指数”排名第一

抓好“两提升”，严格秸秆焚烧管控

鹤岗空气质量综合变化率
同比排名黑龙江省第一

◆关欣悦

随着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一道特别
的“风景”实时出现在镜头里——江苏省
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富春江东街北侧
商铺屋顶，两间蓝色的“小房子”格外吸
睛。而与商铺连为一体的居民楼，常年紧
闭的南侧窗户此时久违地敞开着。

这两间“小房子”是区、街两级生态环
境部门，针对“网红”餐饮一条街量身定制
的全市首个“降噪除尘亮化棚”，也是南京
市建邺区沙洲街道探路多方参与、共治共
享新格局的一轮生动实践。

一点点改进，“实时盯梢”
变“源头控制”

经现场检测，在“小房子”登场后，噪
声数值由原来的 80 分贝降至 50 分贝，下
降率达 37.5%。

据了解，降噪除尘亮化棚相当于是给
餐饮单位装在楼顶的油烟净化设施穿了
一层“外套”，将设备的噪声和排放的油烟
味与外界隔离开来，实现了降噪防尘和亮
化美观功能。

而这一变化的背后，是沙洲街道一以
贯 之 的 那 颗 以 民 为 本 、主 动 作 为 的 初

心。“百姓的事，还得百姓说了算。”沙洲街
道分管环保工作的副主任曹爱家表示，在
基层民生问题“会诊”时，只有听取居民的
需求才能开出“良方”，聚合各方力量方
能“药到病除”。

早在 2018 年底，建邺生态环境局就
在全市率先提出利用云平台、互联网等新
技术，将传统餐饮业管理升级为科技化、
长效化的管理。半年后，沙洲街道率先作
为，在富春江东街打造智慧餐饮一条街，
利用“千里眼”“智慧哨兵”对油烟排放进
行“实时盯梢”。

最初的设想是，哪家店排放超标，环
保科知晓后便能有的放矢进行处置。但
更 现 实 的 问 题 随 之 而 来 —— 即 便 定 期
清洗油烟净化设备，瞬时超标的情况依
旧时有发生；即便风机噪声没有越过临
界值，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还是不容
忽视。

一趟趟协商，“投诉频频”
变“样板示范”

有这样一组数据——2018 年 1 月-5
月，沙洲街道“12345”热线接到天景苑居
民关于富春江东街油烟、噪声的投诉 38
起；2019 年 1 月-5 月，降至 24 起；今年 1

月 -4 月 ，又 降 至 13 起 。 然 而 ，自 5 月
初“蓝房子”到位，街道迄今为止未接到一
起相关投诉。

“投诉重灾区”一夜之间实现“零投
诉”，得益于群众的智慧。“一到夏天，南边
窗户没法开。”4 月初召开的第一场专题
协商会上，天景苑居民董大姐提出，2 栋
是典型的上宅下店混居模式，富春江东街
两侧十来家餐饮店铺，衍生出的油烟、噪
声等“副产品”避无可避，“其他省市工地
有利用大棚降噪除尘的先例，我们是否可
以借鉴？”

一呼百应，这一提议得到小区居民一
致赞成。四次协商会后，街道开启“变现”
行动。如今，兼具“颜值”与“内涵”的“降
噪除尘亮化棚”，已经成为富春江东街北
侧居民口口相传的“样板示范”。

6 月 3 日中午，在辖区巡查的胡继银
又一次接到物业来电，“终于不是投诉，是
南侧居民坐不住了。其实，另外两间‘小
房子’已经在计划中了。”

一次次磨合，“政府独唱”
变“多方合唱”

“房子”不大，要求不少——要美观、
要实用，所用建材必须防火、防尘、防腐

蚀、防噪声……两间长 13.5 米、宽 2.3 米、
高 2.5 米的“小房子”，从图纸变为现实，沙
洲花了 40 天。可见一斑的行动力背后，
是生态环境、城管、安监、物管、消防、社
区、物业以及业委会、居民代表等的“各司
其职”。

与降噪除尘“小房子”一起到来的，还
有开启“美颜模式”的亮丽屋顶。董大姐
说，对包括天景苑在内的很多居民楼来
说，屋顶一度是脏乱差的卫生死角，此番
借着安装“降噪除尘亮化棚”的契机，中奥
社 区 联 合 小 区 物 业 进 行 了 彻 底 大 扫
除，“推开窗户有被惊艳到，细细一想，又
被温暖到。”

在曹爱家看来，基层治理不是“独角
戏”而是“大合唱”，做细做实民生服务，并
不意味着大包大揽，而是要坚持重心下
沉，要善于问计于民，要联动多方参与，要
完善长效机制，探索全方位、多层次共治
共享的街道样本，才能为打赢“蓝天保卫
战”献上南京担当。

从“抱怨多”到“零投诉”

南京建邺交上“民心”答卷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利用水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家庭农场+基地”的方
式，发展芡实特色产业，实现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图为农民正在沿溪镇文溪生态芡实基地的水塘里采收
芡实。 邓和平摄

地方资讯

叶双民家中的墙上张贴了许多爱心活动的照片、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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