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王琳琳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五 2016/07/08

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
E-mail:linyukongjian@sina.com人物04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27771（广告部） 发行部：6711379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8048号 年价：390元 月价：32.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

环保“女汉子”是怎样炼成的？
——记山东省滨州市环境监测站工程师陈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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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一名生物老师。2006 年退休以后，
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向青少年普及环保知识，
培养他们对大自然的兴趣。自费出版《野生动
物霓裳曲》《花卉科普诗词集》两本科普书籍，力
求提高公众对动植物的认知，增强其保护环境
的自觉性。他就是原福建省建阳一中生物老师
姚至大。

为向社会宣传普及生物知识，2011 年，姚
至大开始以花卉为题材写诗，并在网络上发表。

为达到图文并茂，他会在每首诗后配上一
张花的照片。同时，对花卉所属科目及其形、
色、香、味等自然属性、特征加以注明，博得众多
网友的点赞。

在一片鼓励声中，姚至大决定采用此种“三
套件”的科普方式创作，并立下了结集成书的愿
望，以增添人们对花的认知和兴趣，增强保护
意识。

为了搜集资料，姚至大翻阅了不少有关花
卉的书籍，还先后深入北京、云南、广东、河南等
地，采集各种奇花珍卉的图文资料；为使自身尽
快掌握、学会、运用古典诗律的要求，他将自己
苦心推敲出来的花诗，放到《考亭文苑》、

《南平诗坛》、《海西诗坛》、《中华诗词论坛》
上 诚 请 诗 友 、吟 长 、版 主“ 横 挑 鼻 子 竖 挑
眼”，对所有诗友们提出的中肯意见均虚心
接受，及时调整。

经过 3 年多的不懈努力，姚至大的“百
花”终于盛开。2013 年，他正式出版《花卉
科普诗词集》，书中创作的各类花卉诗词多
达 270余首。

首部科普书成功出版后，姚至大的关
注点转向动物。看到大量法律明令保护的
野生动物仍然被滥捕乱杀，姚至大心急如
焚。他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唤醒人们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2013 年起，他着手收集野生动物资料，
撰写保护野生动物的诗词。他尽力将动物
的形态、习性写得通俗易懂，形象逼真。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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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伟 通讯员李加林

见到孔媛媛时，她正带领志愿者分
拣爱心人士捐赠的衣物。爽朗的笑声，
麻利的动作，让人很难相信眼前的她已
年逾五十。

“六成或者更新的衣物还有利用价
值，我们收集起来清洗、消毒，再送给贫
困山区的人们使用。”说起这些，孔媛媛
的眼里充满了光芒。今年“六·五”环境
日，孔媛媛策划了“低碳生活，爱心传
递”公益活动，这些衣物是她征集来的
一部分。

从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到如今两
鬓斑白，孔媛媛已经坚守环保公益事业
25 年了。她创办的橄榄绿青年志愿组
织也从一棵小苗长成今天的繁茂大树，
志愿者达上万人。她也获得了无数赞
誉：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全国保护
母亲河奖、感动河北年度人物……近
日，她又被河北省委宣传部授予河北

“最美志愿者”荣誉称号。

保护母亲河，徒步千里走滏阳

生在邯郸，长在滏水河畔的孔媛
媛，小时候常在滏阳河边玩耍。不知从
何时起，滏阳河的河水逐渐变质，鱼虾
越 来 越 少 。 孔 媛 媛 看 在 眼 里 ，痛 在
心上。

1991 年 ，抱 着“ 让 母 亲 河 再 现 清
澈”的初衷，孔媛媛牵头成立了橄榄绿
环保志愿者服务团，植树造林、捡拾垃
圾……力图从身边小事做起，让滏阳河
重回旧时风貌。

2006 年暑假，孔媛媛带着她的橄
榄绿环保志愿者团队，组织发起“爱我
母亲河，徒步千里走滏阳”大型环保活
动。邯郸市 21 名女大学生志愿者，从
滏阳河的源头峰峰矿区一直走到天津
渤海湾的入海口处，途经邯郸、邢台、沧
州、衡水、廊坊、天津等城市上百个村
庄，行程 760 公里，用时 46 天，访民众数
万人。整个活动中，孔媛媛和她的志愿
者团队，共散发了 10 万份保护母亲河
宣传册，捡拾垃圾 20 余吨，清理河面漂
浮物 40 余吨，进村入户开展环保宣讲
46次。

回忆起那次徒步考察，除了身体的
疲惫，让孔媛媛感到更为沉重的是，沿
途所见滏阳河的污染现状。

“震撼呀！眼看着黑臭的污水肆意
糟蹋着我们的母亲河，我们深感凄凉，
滏阳河被毁得像是一条盘在地上的毒
蛇，沿岸百姓再不敢靠近它。”孔媛媛
说。每走到一个地方，当地很多老乡就
围上来问，这条被污染的河什么时候才

能清澈？怎样才能不再污染？
根据所见所闻，孔媛媛和志愿者团

队写出了《滏阳河环保调研报告》，呈交
给各地相关部门，引起了高度重视，各
地加强了滏阳河的治理，使得滏阳河水
质得以改善。

比日渐清洁的河流更让人高兴的
是，河流两岸人们观念的变化。如今，
滏阳河沿岸建起了 21 个监测站点，每
半月就有一次情况汇总，有价值的线索
会形成建议或提案递交给政府部门。
现在滏阳河正变得干净漂亮起来，尤其
是邯郸市区一段，一派“桨声灯影，画舫
如织”的气象。

设立环保课堂，传递绿色理念

“环保与公众息息相关，必须呼吁
全民关注，环保事业才能越做越大。”孔
媛媛认为，环境宣传教育要从娃娃抓
起，他们是未来的主人，是河流重现清
澈的希望。

从 2008 年开始，孔媛媛带着橄榄
绿青年志愿者服务团队，重点致力于推
广普及“母亲河环保课堂”，通过知识课
堂、电影放映等课外辅导方式，让祖国
花 朵 增 强“ 爱 环 保 、爱 祖 国 、爱 家 乡 ”
意识。

孔媛媛清楚地记得第一堂课。“我
讲的是使用环保袋的好处，通过系统讲
授，孩子们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意识，不
再乱扔垃圾，不再破坏草坪树木，更重
要的是带动了家长也来关注环保。”

目前，“母亲河环保课堂”已被纳入
常规特色课程，成为邯郸多所小学校必
修课，接下来，他们将组织志愿者，结合
环保实践，并根据孩子年龄特点，编写
特色教材。

孔媛媛说：“我愿做一名播种人，将
环保的种子种入孩子心中，不管未来有
多远，都会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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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体废物处理领域，提起张益，
可能会有不少人感到陌生。但提起微
信公众号“固废观察”，却几乎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这个创办两年多的微
信公众号，每天定时推送垃圾处理、污
泥处置、土壤修复等专家观点和热点
资讯，不仅是南方周末评选的中国绿
色公号榜上唯一一个以个人头像为公
号，而且以高粉丝量、高平均阅读数、
高推送量赢得了 3 万多粉丝。这在专
业性强的固废类领域，称得上颇有影
响力的“大号”了。

创办和运营“固废观察”的人，便
是张益。

传播行业知识和信息

提起创办“固废观察”的初衷，张
益说，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固体废物
处理这个行业，同时加强业内人士交
流沟通。这几年，因为垃圾处理场选
址等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在张益看
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垃圾处理设施的
达标与否做得不够到位、不够透明导
致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群众对垃圾
处理工作不了解。

“尽管我不是公众人物，但是也要
传播正能量，传播行业知识和信息给
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张益说。

这 可 不 是 张 益 的 一 时 冲 动 。 早
年，张益便接触互联网，最早申请过一
个网页，发布上海生活垃圾处理信息，
后来注册了新浪微博“上海张益”。随

着网页和新浪微博的粉丝黏度逐渐减
弱，张益便与时俱进，在 2014 年 2 月，
创办了微信自媒体“固废观察”。

对待这个新事物，张益可谓投入
了百般精力。每天，他都会花两个小
时左右的时间浏览报纸、杂志、网站以
及各类公众号，从中选择质量比较好、公
众会关注的文章，编辑成篇后发布。发
布的文章 大 多 切 合 固 废 领 域 当 时 热
点，通俗易懂。张益会根据读者的阅
读习惯，将文章控制在 2000~5000 字，
有时还加上图标或图片增强可看性。

《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
意见稿）甫一发布，张益便连夜解读，
在第二天一大早便将《实施垃圾强制
分类十问十答》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出，
阅 读 量 很 快 突 破 千 人 ，点 赞 人 数 上
百。“土十条”发布前，张益很早便开始
预热，发布后又连续数天进行解读，提
供了深入而专业的专家分析。

在 中 国 绿 色 公 号 周 榜（2016.6.5~
6.11）那一期，张益不仅凭借推送文章

《怎 么 才 能 拯 救 浸 泡 在 农 药 里 的 中
国？》拿下阅读量排行榜第一名，而且
还有一篇文章《垃圾、台北、马英九》同
时上榜。之所以两篇文章都获得了巨
大的阅读量，榜首文章阅读量突破 6
万，另一篇文章阅读量突破两万，是因
为相比其他专业性强的标题，张益所
起的题目富有诗意，吸引人阅读。

这些无不体现了张益对公众号运
营的精心和用心。

技术过硬的垃圾处理专家

有人分析，“固废观察”之所以吸
引人，是因为推出的文章及时、丰富，
而且号脉准、眼界宽、视野广，极富参
考价值。这和张益本人即是技术过硬
的垃圾处理专家不无关系。

张益毕业后进入垃圾处理领域。
30 余载，他从一名懵懂的大学生成长
为上海乃至全国固体废物领域赫赫有
名的专家学者，见证了垃圾处理行业
从稚嫩到起飞的全过程。

他入行之初参与建设的上海老港
填埋场项目，至今为人津津乐道。那
是 1985 年，张益刚刚毕业不久，有机会
参与上海老港填埋场的建设工作。当
时，国内垃圾填埋场的建设标准和规
范还是空白，没有设计手册，也没有示
范项目，几乎找不到一点资料。张益
不得不亲自上阵，设计和规划图纸。

老港的周边环境并不好，十分荒
凉，而且恶臭熏天、苍蝇乱飞，是当地
人 最 怕 去 的 地 方 之 一 。 但 是 张 益 不
怕，他带着大家在苍蝇堆里吃饭、讨

论、睡觉，拼搏精神感动了很多人。有
一次，张益的脚受了伤，下不了地，但
是他让同事送到现场，坚持画图。

终于，张益和团队针对垃圾填埋
场超大面源敞开空间内垃圾恶臭持续
产生、无序扩散、控制难度大等问题，
开发出了精细化填埋、移动式捕集和
蓄热式燃烧净化的臭气全过程削减与
生态净化集成技术。

如今，上海老港固废综合利用基
地承担了上海市区 70%的生活垃圾处
置任务，日处理生活垃圾近 1 万吨，从
人 们 原 本 印 象 中 臭 烘 烘 的 垃 圾 填 埋
场，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花园。

打造固废领域传播品牌

面对众人对“固废观察”的点赞，
张益本人却很清醒。在他看来，“固废
观察”还有很多不足，比如公众号一直
没有得到认证，功能受限，原创文章较
少，一天只能发布一篇等。张益希望
在这几个方面能有所突破，提高选题
质量，将“固废观察”打造成固废专业
领域的品牌。

“为大家服务是我的福气，是一个
老环保者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张益
说，“只要有人继续关注固废观察，我
就会把这个公号继续办下去，努力改
进不足，办得更好。”

“天无不覆，地无不载。但天空不
能雾霾如盖，大地不能厚土载污。”这
句话是张益的口头禅，也是他执着追
求的动力。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
着他对土地的深沉眷恋。

传播正能量的群主
——记“固废观察”创始人张益

◆本报记者郭薇 文雯

她是一个好学上进、业务娴熟的“监测人”，从大
型实验仪器的操作到各项业务的监测分析，她都刻
苦钻研，孜孜以求；

她是一位能上塔台、敢爬烟囱的“女汉子”，无论
严寒还是酷暑，对每季度 50 家国控重点污染源逾上
百根烟囱的监测、每月第三方运营的 22 个空气自动
监测的巡检，都冲锋在前，从不言苦。

她就是山东省滨州市环境监测站工程师、共产
党员陈宁宁。

“干一行、爱一行、通一行、精一行”

从“门外汉”到业务“多面手”

今年 31 岁的陈宁宁，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是应
用化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滨州市环境监测站已经工
作了 4 年。她所在的空气物理室主要承担烟尘、废
气、电磁辐射、噪声震动等监测，不仅需要专业的理
论基础，还要会使用气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
仪器设备。陈宁宁不仅业务精熟，仪器设备操作也
是得心应手，这得益于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传帮带，也
得益于她自身的刻苦钻研。

记者在陈宁宁工作的空气物理室看到，书橱里
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文献资料和工作档案，仅各类
监测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就有厚厚的一摞。其中，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等书籍因频繁翻阅，有
不少破损的痕迹。

陈宁宁至今记得工作后参与的第一个监测项目
——测定环境空气氮氧化物。

“这是我第一次配制氮氧化物显色液，但显色结
果却与同事们配制的不一样，重新配制了两次依然
如此。”陈宁宁说。

对此，陈宁宁非常郁闷，明明是按方法来配的，
怎么不准呢？最后，在老同事的指导下，陈宁宁又配
制了一遍，结果发现原来是溶液加得过热，在冷却的
过程中又出现了重结晶，导致显色不准。

“通过这个经历，我更加注重向老同志学习，取
长补短，努力提升业务水平。”陈宁宁说。

还 有 一 次 ，陈 宁 宁 使 用 气 相 色 谱 仪 做 非 甲 烷
总烃项目时，仪器总是点不着火，更换进样垫、调
节气体流量等都无济于事。电话联系设备方工程
师维修，但要等几天。这时，陈宁宁的“轴劲”又上
来了。

“越是解决不了，就越想着解决它。”陈宁宁对
记 者 说 。 她 上 色 谱 论 坛 求 救 ，被 建 议 可 以 清 洗 喷
嘴 试 试 。 陈 宁 宁 大 胆 拆 开 了 检 测 器 ，发 现 喷 嘴 上
果然有一点很小的堵塞物。她把喷嘴放在丙酮里
超声清洗了 1 个小时，安装，点火，试了两次，竟然
修好了。

正是凭借这股较真劲，陈宁宁快速成长起来，不
仅适应了监测岗位，还成为监测业务的“多面手”，废
气、噪声等例行监测，环境质量状况的分析报送，自
动监测设备的校验核准，污染治理项目的验收监测
等工作，样样都能拿得起来。

“男同志能干的事，我也能干。”
每季度攀爬上百根烟囱的“女汉子”

工作中，陈宁宁与男同事一样，出现场，爬烟囱，
测噪声，样样不落人后。同事们都称她为“女汉子”。

在滨州，仅国控重点污染源就有 50 家，高空排放
烟囱上百根。大部分监测平台都设在三四十米高
处，有的甚至有五六十米。有的烟囱爬梯年久失修，
踩一脚吱嘎作响，爬起来晃晃悠悠。每次登高作业，
对陈宁宁和同事来讲，都是一次体能和毅力的挑战。

陈宁宁还记得第一次爬烟囱的情景。当时，她
承担录像任务，正值午时，太阳火辣辣的。监测平台
在 40余米的高处，还没开始爬就觉得眼晕。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监测平台越来越正规，比
以前安全多了。”陈宁宁说。

在监测平台上开展采样监测并不只是安全问
题，还非常辛苦。按照监测规范要求，同一个采样
口，要测 3~4 组数据，每次监测都要先给仪器预热，调
零、采样、出数、再预热、调零……一次监测任务，往
往要在平台上待一个多小时。

最难熬的是冬天，衣服穿得多，设备又笨重，爬
起来很不方便。再加上高空没有遮挡，一爬上去，刺
骨的寒风迎面扑来，经常冻得浑身麻木。

噪声监测也是一项辛苦活。滨州市区域声环境
质量监测点位有 104 个，每个点位要监测 10 分钟；功
能区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10 个，每次要连续监测 24 小
时；道路交通噪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51 个，每次监测
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有一次，陈宁宁对滨德高速开
展噪声验收监测，时间长达半个多月，沿途的每一个
村庄都留下了她的身影。

即使如此辛苦，陈宁宁依然热爱着自己的工作，
因为监测的每一个数据，都忠实地记录着环境变化，
做的每一份分析报告，都可能对政府的环保决策产
生重要影响。“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很自

豪。”陈宁宁说。

“作为一名监测人，再苦再累也不怕。”

急难险重冲在前，万种柔情藏心底

从事环境监测工作，不仅要登高测烟气、徒步采
水样、在实验室里检测样本，还要时刻准备应对突发
环境事件，承担应急监测任务。

2012 年 7 月，陈宁宁上班刚刚半个月，滨州市与
淄博市交界地域发生了一起偷排工业废液的应急事
故。接到应急监测任务通知时已是下班时间，她和
一位老同事负责加班检测样本。

“这是我第一次通宵加班，感觉还很新鲜。”陈宁
宁说。但是，当她看到样品时，却震惊了，那是一堆
干枯的树叶、树枝以及土壤。她没有想到，偷排的废
液竟然让污染区域周边的植被和土壤受到这么严重
的破坏，如果人接触了，会有多大危害？陈宁宁的心
底升起一股责任感，深感自己职业的重要性。

她先是对树叶等样品进行碎片化前期处理，之
后，再将样品依次进行研磨、浸渍、过滤、消解等处
理，最后进行检测。从晚上七点多拿到样品，到第二
天凌晨五点出报表，陈宁宁他们整整忙了一个晚上。

4年来参与了多少次应急监测，陈宁宁已经记不清
了。一路走来，有汗水，有辛酸，也时常有危险相伴。

2015 年 12 月 23 日，滨州境内一处高速公路上发
生两辆危化品运输车相撞事故，近 30 吨危化品泄
漏。长时间呼吸这种被化学品污染的空气，极易造
成肺水肿，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

尽管知悉危化品泄漏的危险性，但事故就是命
令，容不得半点迟疑。陈宁宁和同事们赶到现场后，
不顾危险，迅速在泄漏口附近安装起设备，密切监测
空气质量数据。“我们第一个监测点位就选在了离泄
漏阀门最近的区域，因为那个地方代表污染区域的
最高浓度，我们要坚守在那里。”陈宁宁说。

作为一位年轻的母亲，陈宁宁也盼着每天能按
时下班，回家多陪陪孩子，但是为了工作需要，她时
常加班加点，甚至孩子生病的时候都不能陪伴在旁。

2015 年 10 月 26 日，对滨州市环保局来说是一个
特殊的日子。那天，是山东省环境应急演练暨监察
监测技术比武的日子，陈宁宁和同事代表滨州市环
境监测站，取得了总比分第二名的好成绩。

没有人知道，成绩背后，陈宁宁付出了多少。大
比武的时候，陈宁宁 10 个月大的孩子正感冒发烧，但
那几天她太忙了，对孩子一点也照顾不上。

在陈宁宁心里，相比在监测岗位干了十几年乃
至几十年的老同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

“忠于职守，善于学习，勇于担当，廉洁奉公”，陈
宁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兢兢
业业、默默奉献，是山东环保职业精神的践行者。日
前，她被由山东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广播电影电
视局和省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的《齐鲁先锋》节目宣
传，被誉为环保一线的“女汉子”。

“只有我们环保工作者、环境监测人把工作做好
做扎实了，环境才会越来越好，才能看到更多的碧水
蓝天、繁星闪烁。”陈宁宁说。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董若义

去冬来，历经 3 载，《野生动物霓裳
曲》一书终于出版。

一物一诗，每首诗词曲后都简
明扼要地介绍动物习性，200 多种
动物被姚至大用诗词语言描绘得活
灵活现。如《虞美人·小熊猫》一词
里，姚至大写道“捉通灵宠物濒危，
护境勘源禁猎转生机”，《中吕·倭蜂
猴》一曲里，姚至大疾呼“摘果捕虫
逐，遗传环保助”，字字句句，渗透着
他对野生动物的关爱以及对保护的
呼吁。

“我自费出版这两本书，不图一
分钱。只要能让更多读者自觉树立
保护动植物意识，更加热爱大自然，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姚至大说。

◆冯涛 张铭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