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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环境监察部门是环境执法的主体，负
有极其重要的责任，因此必须要扎实掌握环保
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
综合稽查科副调研员尹学庆，就是一个对法律
学习达到痴迷地步的人。她废寝忘食地“啃”遍
了各类环境法律条文，刨根问底的劲头连单位
聘请的律师都觉得她“烦”。

多年来，经她之手审核发放的处罚决定书
几千份，没有一份因法律条文运用不当、证据不
足造成误判、错罚；近百个行政管理相对人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
尹学庆用法量“刑”准确，裁定结果均维持原判。

尹学庆为何痴迷于钻研法律？因为她在法
律运用上栽过跟头。一次，执法人员发现一家
企业有偷排危险废液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可对
其进行刑事处罚，在进入司法程序后的辩护环
节，尹学庆因对刑事证据标准把握不准，在证据
唯一性上出现问题，法院以“存疑不起诉”为由
不予判决，使本该判刑的企业主逃脱了法律的
制裁。

痛定思痛，尹学庆下定决心苦学法律知识，
她利用点滴时间钻研水、气、噪声、辐射、固废等
环境保护专业法律法规，熟读《环境污染犯罪

“两高”司法解释》、《行政诉讼》等行政法律和刑
事司法书籍，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遇到对
法律条文把握不准、理解不透时主动向环境保
护部法律专家、经验丰富的业内优秀律师请教，
经常为法律条文中的一个字、一个词与专家们
争论得面红耳赤。

尹学庆说，学习法律条文来不得半点主观
臆断，一字之差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作

为执法人员如果不能准确掌握法律规定和要
求，就不能用好法律赋予的监管手段，“钢牙
利 齿 ”的 法 律 就 起 不 到 打 击 、处 罚 违 法 企 业
的 目 的 。 同 时 ，误 判 错 罚 也 会 影响到执法部
门的形象。

苦学终结甜果。凭着丰富的法律知识和执
法实践经验，尹学庆先后在环境保护部、中国法
学会组织的“环保系统公务员学法用法征文”
活动中获得一等奖、“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制度创
新事例”评选中，获得最佳事例奖。

在负责法制审核工作期间，尹学庆发现个
别执法队员在制作 调 查 笔 录 等 法 律 文 书 时 ，
有时会出现法律条文适用混淆、裁量权运用
不当等问题。为提升执法队员的业务能力，
确保每份处罚案件证据材料准确无误，尹学
庆 利 用 所 学 知 识 在 网 上 创 建 了《法 制 园 地》
交 流 平 台 ，根 据 执 法 人 员 常 见 环 境 违 法 类
型 ，分 类 制 作 调 查 询 问 笔 录 模 板 ，使 执 法 人
员看着明白、用着方便；创办执法微信群，无
论休息时间还是节假日，随时随地为执法人员
提供法律指导；对执法人员承办的优秀案例进
行交流点评、共同提高，使全队执法水平、依法
行政能力明显增强。

2014 年 4 月，执法人员在检查北京立马水
泥厂时，发现这家企业存在擅自修改大气污染
物排放自动监测数据问题，执法人员严格按照
执法程序进行调查取证、严谨依据法律条文对
其进行处罚。企业在接到《处罚决定书》后拒不
执行整改要求，并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法院经过细致审理、全面调查后，做出了
维持原判的裁定处理。

环境执法是件苦差事，无论烈日酷暑还是
雨雪风霜，出勤执法从不间断。对此，北京市环
境监察总队队员们毫无怨言，勇于担当。刘平
就是其中的一员，他 19 年如一日地奋战在监察
执法第一线，把守护碧水蓝天当作毕生追求。

“今年 56 岁的刘平是我们监察总队最老的
同志，在现场执法、夜间检查时他都是连轴转，
我们年轻人都感觉身体吃不消，可他还是干劲
十足。与他比起来，队里很多年轻同志都自愧
不如。”谈起刘平的工作劲头，同事郭昊如是说。

是什么让刘平如此执着？动力何在？刘平
向笔者讲述了一件往事。刚参加工作的一个采
暖季，他开车到延庆县夜查，因污染严重，车灯
只能照到前方几米远的路面，他只好一会下车
找路，一会开车前行。正当他小心翼翼地前进
时，一辆宝马轿车司机因视线问题与执法车发
生剐蹭。当女司机下车看到刘平是环境执法人
员时，便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并承诺执法车的维
修费用由她负责。临行时她对刘平说：“哪里污
染最严重你们就往哪里冲，你们的工作值得我
们每个人尊重，你们辛苦啦。”这句暖心话说得
刘平泪流满面。

“人民群众如此理解我们，我有什么理由不
认真干好工作？”刘平说。他把群众的理解化作
动力源泉。雾霾中，他不知疲倦地往返于远郊
区县；寒风中，他带领组员认真查处违法排污企
业。80 多岁的老母亲来京看望儿孙，他无暇顾
及，委托战友接站；智障的弟弟刚做完手术，他
让妻子请假照顾，自己却在执法一线忙碌……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前夕，为保障空
气质量，刘平顶着烈日跑遍了其负责的石景山
区大街小巷、工地工厂，从街边小吃店违规使用
蜂窝煤，到工地未按要求苫盖，他都严检细查，
责令整改。看到他黝黑的脸庞、汗流浃背，许多
企业主纷纷从凉风习习的办公室走出来，主动

配合执法检查。
注册在石景山区的美国巴威公司主要生产

电站锅炉，为节约生产成本，巴威公司在对产品
进行喷漆时都是采取露天作业，挥发性有机物
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生活。虽多次被群众举报，
但因违法成本低，多年来一直没有整改。

2014 年 3 月，刘平依据《北京市大气污染治
理条例》对巴威公司处以 30 万元罚款。然而在
复查时却发现，巴威公司仍然进行露天作业。
于是他按照要求对巴威进行第一次加倍处罚，
开出 60 万元的罚单。天价罚单轰动全球，90 多
个国家的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巴威公司忍
痛投资 1000 万元进行了彻底整改。

面对领导的表扬、群众的赞誉，刘平却说：
“治理环境污染的目的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
身心健康，如果对违法企业心慈手软，就是对群
众不负责，更对不起群众对我们的信任。”

刘平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怀
柔区公路局职工伍先生因常年向市政府写信反
映楼下某单位职工食堂噪声干扰了其生活，而
一度被视为上访“钉子户”。2015 年 2 月，总队
领导派刘平办理此事。经了解，伍先生发生车
祸后妻子、孩子都离他而去，精神刺激加剧，导
致对噪声较于常人敏感。区环保部门经过多次
监测，发现食堂噪声分贝均在正常区间，看着生
活艰辛、身体残疾的伍先生，刘平非常同情，经
刘平和区环保部门多次上门与食堂负责人协
调，他们终于安装了噪声屏蔽设备。一星期后，
伍先生拖着残疾的身体来到监察总队，眼含热
泪为刘平送上一面锦旗。

“无论在位还是退休，时刻都要以一名合格
环保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绝不愧对人民群众对
环保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刘平说。感激尤在，
初心不改，56 岁的刘平仍然坚守本职、执着奉
献着。

很多不了解环境执法的人以为，环境监
察执法人员应八面威风：到哪儿检查都被奉
为上宾，查出问题更被笑脸相待……监察科
长王延奎执法多年却从未享受如此“待遇”，
接待他的不是有背景来头的硬茬，就是舍命
不舍钱的亡命徒，但他始终抱着“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信念，敢于依仗法律之“剑”较
真碰硬，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2014 年 12 月，王延奎接到群众举报：某
企业通过厂区暗渠向厂外河道偷排污水。
他带着执法人员和媒体记者随即前往企业
进行检查，并找到了非法排污口进行了采
集、取证工作。正当他们准备返回时，却遭
到工厂保安人员及 20 余名工人的阻拦，强
行要求他们交出录像资料及调查物证。

零下十几度的室外，执法人员和媒体记
者被冻得瑟瑟发抖。王延奎考虑到记者的
人身安全，在对围堵人员劝说无效后被迫报
警。公安人员到达时，保安人员却以无人报
警为由拒绝公安人员进入，警方确认王延奎
等人被困后，强行破门进入。随后，警方以
妨碍执行公务、限制人身自由等罪名，对带
头围堵人员实施行政拘留；环境执法人员依
法对这家企业进行限期整改、罚款处理。

2015 年 6 月的一天，王延奎带队开展日
常执法巡查时，突然发现远处山脚处尘土飞
扬。为探究竟，他驱车到近处一看，发现几
十名工人正在用机器进行砂石粉碎作业。
这家砂石场什么时候有的、办理过环境影响
评价手续吗？正当王延奎准备下车调查时，
工人却看到了执法车，顿时作鸟兽散。

王延奎在现场看到，原本平整的土地上
堆起一座座砂山，一阵山风吹来卷起漫天沙
尘，旁边一个个大坑灌满污浊的洗砂水，生
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

为摸清砂石厂情况，王延奎到附近村庄
进行暗访。据村民介绍，因城区新开了不少
建筑工地，对砂石料的需求量不断加大，一
些有背景的人看到砂石料市场利润巨大，便

纠集附近地痞组织村民制作砂石料出售。
生态环境破坏这么严重，必须严肃查

处。王延奎下定决心与他们过过招。在蹲
守的第 5 天，30 多人开着机械车进入盗采场
地，王延奎便带领执法人员冲入采砂场，谁
知刚进入场地，其中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人指
着王延奎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你家住哪，
如果再不罢手，小心你家人的安危。”

面对威胁不退缩，一身正气仗“剑”行。
为打击其嚣张气焰，王延奎与市公安、水务、
国土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通过政策宣传、
走访排查、调查取证等措施，掌握了砂石厂
大量违法事实，一举打掉了 3 个长期操控当
地村民的“砂霸”团伙。

“如果说暴力抗法难处理，遇到撒泼耍
赖执行起来更棘手。”王延奎说。去年 9 月，
王延奎在一家汽修厂例行检查时，发现这家
企业无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存在违法处理危
险废物嫌疑，按照《固废法》应对其进行处
罚。在趁其他执法人员开具执法文书时，汽
修厂老板把王延奎拉到别处，悄悄塞给他一
沓钱并恳请照顾，王延奎将计就计地说：“钱
我可以先收着，给你打个收条，到时顶罚款
用。”老板见王延奎不为所动，便悻悻而去。

王延奎按照执法程序对修理厂老板进
行了约谈，当听到要进行罚款处理时，企业
主情绪突然激动，冲出办公室，骑在办公楼
的窗户上不下来，声称如果王延奎敢开罚单
就跳楼给他看。为防止出意外，王延奎一边
向领导报告情况，一边向消防队请求支援，
并耐心向他解释破坏环境的严重性以及处
罚依据等，老板见威胁发挥不了作用，便主
动走下窗台接受了处罚。

无论是暴力抗法还是撒泼耍赖，都要用
法律之“剑”坚决打击，要让他们品尝违法的

“苦果”，达到不敢违法、不想违法的效果。
解决一个污染问题，就对改善环境做出一份
贡献，王延奎说他会沿着这条道路执着走
下去。

他本身默默无闻，但他的名字却与一个
个环境违法“第一案”联系在一起，不仅北京
市环保系统的人知道，不少企业主也知道。
他就是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队员金彦祥，一
个善办环境违法“第一案”的专业户。

2014 年 4 月的一天，北京市环境监察总
队接到群众举报：门头沟区一家企业向市政
管网偷排含酸废液。接报后，金彦祥带领队
员迅速到周边展开暗查，经取证了解，发现
这家企业主要是用硫酸辅助提炼泔水油，余
渣残液未进行有效处理。然而，调查时，企
业负责人却告诉金彦祥，他们分解后的废渣
残液委托环卫部门处理。

通过向举报者进一步了解，才知这家企
业利用卡车不定期向厂外的两个市政管网
井内排放废液。为掌握确凿证据，金彦祥带
领队员一连 14 个日夜在两个井口蹲守。一
天深夜，一辆罐式卡车趁着夜色在一个井口
排放废液。车刚离去，金彦祥便用器具在井
内提取出液体样本。

经检测，废液具有较高的腐蚀性，属于
危险废物。根据“两高”司法解释第一条第
二款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
吨以上的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犯罪，可以进行
刑事处罚。

必须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金彦祥决
定与门头沟区公安展开联合执法。一天深
夜，队员发现企业人员正在倾倒含酸废油
脂，金彦祥与公安人员迅速出击，把企业主
抓个现形，铁证面前企业主哑口无言。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取证，案件移交司法
机关处理，企业主被司法机关羁押 13 个月，
企业也随之停业。此案成为北京市环境违
法犯罪第一案。

2015 年 3 月，在北京市与房山区监察部

门开展的联合执法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瑞
普同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炮泥生产车间、加
工引流砂车间配套防尘器排放设施老旧损
坏，而生产照常进行，粉尘肆意排放。

按照 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新《环境保
护法》要求，可以对其查封处理。由于新法
刚刚施行，执法人员对这部法律如何运用、
该用何种方式、履行什么手续尚不十分清
楚。得知情况后，经验丰富的金彦祥指导执
法人员对企业进行查封。

多次求情未果后，企业老板老老实实投
入 200 多万元进行整改和设备更新。这起
案件同样开创了北京市自新法实施以来第
一个查封扣押的案件，不仅有效震慑了违法
企业，同时也为北京市环保系统执法起到示
范引领作用。

2015 年 4 月，位于大兴区的某置业公司
遭群众举报，建设的小区垃圾站距离住户较
近，影响居民生活。金彦祥带领执法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发现这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未经批复，属于未批先建工程。执法人
员责令企业停止施工，补办环评手续，并进
行了行政处罚。

然而在复查时，金彦祥发现，这家企业
不但没有停工，反而加快了建设进度，一错
再错。忍无可忍，金彦祥依据新《环境保护
法》第 63 条第一款规定，办理了向公安机关
移送手续，现场负责人被处以行政拘留 7 日
的处罚。此案又创造了北京市新《环保法》
实施后使用拘留手段的第一案。

一个个“第一案”令金彦祥声名鹊起。
有人问金彦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勇
气从哪里来？他憨厚地说：“老实做人、踏实
做事、忠实执法，才能做一名合格的敢于担
当的环保人。”

王延奎

一身正气仗“剑”行

金彦祥

忠实执法敢担当

刘平

奋战一线持初心

尹学庆

法痴量“刑”精准狠

我爱首都的蓝天
◆胡志松 刘和旻

17 岁的宾迪·欧文在 Instagram 上有 32 万多粉丝，
她经常 po 出各种与动物为伴的照片。很多人觉得危
险的老虎、鳄鱼也对她亲密信任。她的父亲是史蒂夫·
欧文，澳洲环保人士以及电视节目《探索》的主持人。
1992 年，《探索》频道以及《动物星球》频道开始系列播
出欧文主持的《鳄鱼猎手》，欧文也以“鳄鱼先生”的称
号享誉全球。

欧文把全部精 力 献 给 了 环 保 ，经 营 澳 大 利 亚 动
物 园 ，也 创 建 了“ 史 蒂 夫·欧 文 保 育 基 金 ”。 在 他 的
抗议下，澳大利亚政府放弃了北部为有钱游客推出
的“猎杀鳄鱼”旅游项目。2006 年 9 月，在拍摄一部
水 下 纪 录 片 时 ，欧 文 不 幸 被 黄 貂 鱼 的 毒 刺 刺 到 ，不
治身亡。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对他的死亡表
示 震 惊 和 哀 痛 ，新 闻 更 以 其“ 深 深 地 影 响 澳 洲 的一
代”做评价。

当时年仅 8 岁的宾迪在父亲纪念仪式上表达了继
承父业成为野生战士的想法。8 岁的她开始主持探索
儿童频道节目《丛林女孩宾迪》，9 岁将自己工作收入
的 10%捐给了家族设立的野生慈善基金，16 岁时在澳
大利亚动物园做全职工作。“父亲给我一个建议，让
我永远记住，你想被别人怎么对待，你就要怎么对待动
物”。宾迪说，她越来越认同这句话了。

随着迪士尼动画《疯狂动物城》的热映，英姿飒爽、
威风凛凛的狮子作为动物界的最高领导者的形象更加
深入人心。近日，非洲狮和“狮语者”凯文·理查森在南
非比利陀利亚野生动物保护区拍摄汽车广告大片，提
醒人们南非的这群动物正面临巨大危机，希望提高人
们保护狮子的意识。

理查森是一名动物行为学家，完全自学成才，曾拍
摄过《危险伙伴》、《白狮》等影片，希望唤醒人们对狮子
的关注和保护。

面对非洲合法狩猎的争议，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抗
争的最前线。“不能通过恐惧来控制它们。”凯文说，“我
与动物一起工作的方式就是弯下腰，跟他们一样高。”
在拍摄的大片中，理查森打破了与野生动物共处的安
全禁忌：不用棍棒、鞭子或者铁链，只用爱、理解和信
任。他表示，希望能够有一张照片让人们思考：我们能
为后代子孙留下些什么？

Thomas Dambo 是一位丹麦艺术家，他没有像梵
高一样挥毫作画，也没有像米开朗琪罗一样雕刻艺术
品，而是筑起了鸟窝。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Thomas 觉得，城市的快速
发 展 让 建 筑 盘 地 而 起 ，大 片 树 林 被 砍 伐 ，小 鸟 们 再
也 找 不 到 家 。 为 了 留 住 为 数 不 多 的 生 活 在 城 市 里
的小动物，他决定要为它们筑鸟窝，希望能让这些被
打扰的小鸟们有栖身之所，继续留下来与人类为伴。

刚 开 始 搭 筑 鸟窝时，大家都以为他是一时兴起，
可谁也没想到，他竟这样默默坚持了 7 年。所筑鸟窝
创意感十足，或在烟囱边，或在公园拐角的大门处，而
且还会很认真地把鸟窝涂成彩虹色。在过去的 7 年
里 ，Thomas 走 遍 世 界 各 地 ，为 小 鸟 们 制 作 了 超 过
3500 个鸟窝。这些鸟窝不仅外观美丽，而且材料环
保 ，都 是 从 别 处 捡 来 的 被 人 丢 弃 的 木 材 ，甚 至 破 旧
的滑板。这些环保鸟窝的利用率非常高，很多小鸟
在其中安家落户。

“鳄鱼先生”的女儿长大了

用生命拍摄的“狮语者”

7年为3500万小鸟安家

网罗天下

近年来，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以改善空气
质量为己任，发扬勇于担当、敢于碰硬、乐于奉
献精神，严格依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查处违法
行为，仅 2015 年北京市环保部门就开出环境违
法 罚 单 近 1.83 亿 元 ，查 处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3495
起，二氧化硫、PM2.5 等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持
续下降，较好地改善了北京市的空气质量。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执

法人员的辛勤付出，他们顾不上照顾父母和孩
子，舍小家顾大家；他们无论酷暑炎日还是雨
雪风霜，“白+黑”坚持连轴执法；他们不惧强
恶势力依法严格秉公办案；他们面对不明真
相 群 众 的 指 责 仍 执 着 坚 持 …… 正 是 因 为 有
他 们 —— 守 护 蓝 天 的 执 法 者 ，污染环境的违
法行为才得到有效遏制，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才得到有效改善。

监察队员在执法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王延奎、尹学庆（中）、金彦祥、刘平。

一线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