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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只是一心扎在自己喜欢的工作中，没放弃也没动
摇，这很普通，最多只能算执着。”朴实的语言，让记者对这位在
环境监测岗位上工作了 35年的女站长张丽君充满敬意。

张丽君与内蒙古自治区环保事业同步成长，主持完成了多
项环保重大研究项目和工作任务，成果得到广泛应用。作为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表彰的突出贡献专家，2015 年，她又被环境
保护部授予第一批 25 名“全国环境监测尖端人才”之一。光阴如
梭 ，张 丽 君 皱 纹 渐 增 ，然 而 她 守 护 美 丽 内 蒙 古 的 信 念 却 矢 志
不渝。

上世纪 80 年代初，张丽君大学毕业后便来到自治区环境监
测站工作。时值内蒙古环境监测起步阶段，张丽君利用自己分
析化学专业优势，和同事们从零开始，组建了环境监测科研实验
室，一件件置备实验仪器，一次次探索和改进实验方法，历经艰
辛。有时，大家一起出现场监测，人、仪器设备以及野炊用的锅
碗瓢盆一起挤在敞篷卡车的车斗上，从一个采样点辗转数百公
里才能颠簸到另一个采样点。到了目的地，大家浑身都像是散
了架，连续一个多月回不了家。但是，辛苦归辛苦，张丽君他们
却能以苦为乐，总是欢声笑语，充满朝气。

1983 年，张丽君执行内蒙古自治区历史上第一次“呼伦贝尔
盟国土资源考察环境质量现状调查”项目。白天，她和同事们一
起采集样品，晚上，又在一起分析测定数据。每天外出，吃的是
前一晚蒸好的馒头，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零下 30 多度的天气，
馒头被冻得硬梆梆的，啃都啃不动，只好放在怀里焐一焐再吃。

由于超负荷工作以及居住条件阴冷潮湿，张丽君突发急性风湿
性关节炎，高烧不退，膝关节肿大，一个人无法站立与行走。为
了不影响项目进度，张丽君坚持选择了边工作边治疗。由于治
疗不及时，慢性关节炎的病根落了下来，困扰她至今。

“环境监测工作就是这样，条件艰苦是特点之一。选择了这
份职业，就得做好不怕吃苦的准备。”张丽君说。她背过几十斤
的仪器设备爬几十米高的电厂和锅炉厂的高塔采样，因为工作
劳累先后两次住进医院。2015 年天津港发生特大火灾爆炸事
故，接上级指令，已经 57 岁的张丽君第一时间带领自治区环境监
测系统技术人员驰援天津，进入爆炸事故核心区协助开展监测

工作。
一个环保重大决策的出台，建立在大量科学准确的环境监

测数据的基础上，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和
正确性。作为省级监测站的一站之长，张丽君在站内建立了一套
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担任技术总负责人，科学真实地反映环
境质量和污染源排放情况，维护了环境监测数据的客观、准确、
公正和科学。

在她的带领下，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团队先后获得环境
保护部科技进步奖 9 项，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10 项，国家级科技进
步奖 1 项，跻身国内监测科研能力先进行列和国家环境监测网一
级站。张丽君也成长为内蒙古自治区监测、环境科学领域的学
术带头人、资深环保专家。

多年来，经张丽君亲手分析测定和技术审核出具的环境监
测数据、专业技术报告，主持和负责完成的环保科研课题和重大
环保业务项目，在自治区环境管理、科学决策、预防污染、保护环
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她主编完成的《内
蒙古平原、丘陵、城市地区空气质量模式应用技术规范（DB15T/
131-93）》及其应用指南，开创了内蒙古自治区大气环境污染和
环境空气质量研究领域的先河，也奠定了她在自治区内这一学
术领域的技术权威地位。

35 年长歌行，爱岗敬业、履职尽责、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等品
质已经深深烙在张丽君身上。30 多年来，她最强烈的感受是时
间过得太快，“对环保人来说，对脚下土地的热爱，对绿水青山的
期待，除了个人感情外，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张丽君说。这
责任让她坚守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地守护家乡。

三十五载长歌行
——记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张丽君

◆本报记者杨爱群 通讯员王小娜

张丽君在实验室。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以下简称西双版纳州），有一位普普通通
的傣族女子，用实实在在的 37 个春秋，把心血
和精力无私奉献给她钟爱一生的环境保护事
业，临近退休，她依然用真情坚守平凡岗位并努
力做出了显著成绩。在环境保护部前不久公布
的首届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名单里，人们
看到了她的名字——勐海县环保局周坤。

■老环保遭遇创建新难题
□不忘初心勇敢面对

初识周坤，是 5 年前勐海县一个介绍当地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现场，她如数家珍地
介绍工作，让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折服。但真
正了解她，还是在最近勐海县环保局专门为她
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让记者对
周坤有了新认识。

在勐海县环保战线，论资历，周坤是名副其
实的“大姐大”。她从 1978 年参加工作至今，已
与环保结下了 37 年的不解之缘，无论在县计经
委（含环保职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还是县
环境保护局，始终从事环保工作。这既有她从
小受傣族谚语“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
才有粮，有粮才有人”这一纯朴价值观的深刻影
响，还因为她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对
环保工作的挚爱。

周坤始终牢记并自觉践行父亲的教诲：踏
实做人、勤恳做事。从一名环保新手逐渐成为
勐海县环保局业务骨干，她始终爱岗敬业，刻苦
钻研，任劳任怨，自觉承担起组织安排的每一项
任务，尽职尽责推动全县环保工作不断创新
发展。

“十一五”以来，周坤长期积累的环保业务
知识和工作经验有了更多用武之地。作为勐海
县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股股长，她全程参与了
县委、县政府组织的“甘蔗下山”“吨糖田”的退
耕还林和保护生态环境项目实施。在项目实施
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认真参与并发挥作用，让
项目推进既惠农又生态。

2005 年，勐海县委、县政府发出了创建省
级生态乡镇动员令，按照相关工作部署，创建办
公室就设在县环保局。县环保局决定，由周坤
牵头组织开展创建办公室日常工作。

当时，勐海县生态乡镇创建工作还是一片
空白，不仅西双版纳州，就连云南省内也没有可
资借鉴的案例。

周坤坦言，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难题，自己曾
有许多担忧。从外省发达地区开展生态创建工
作实践来看，这项工作涉及方方面面，需要解决
的问题和困难很多，而且投入大、耗时长、见效
慢。勐海县经济欠发达，贫困人口多，发展经济
与保护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把生态创建工作抓成功，心里真没底。

尽管如此，在工作上从不说不、从不服输的
周坤毅然大胆挑起重任，带领县创建办的同志
徒手起家，勇敢翻开了勐海县环保人推进生态
创建历史的新一页。

■竭力推动农村治理“两污”
□探索经验打破瓶颈

在勐海县采访时，熟悉周坤的干部群众都
这样告诉记者，她是一个在生态创建工作上事
无巨细的好干部，很多不好处理的老大难问题

因为她的执着迎刃而解。
曾经，勐海县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村寨“脏、乱、差”现象突出，垃圾乱丢、污水乱流
的情况随处可见，成为制约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的瓶颈，直接影响生态创建工作推进实效。

为有效破解这一大难题，周坤积极出主意、
想办法、提方案，配合县环保局多方协调争取得
到各级政府在财力、物力上的更多支持。

2009 年，在云南省环保厅、省财政厅等部
门的支持下，勐海县勐海镇曼板村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获得中央“以奖促治”专项资金的支持，
这对当地治理农村“两污”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
推动作用。

项目争取到了，如何结合本地实际有效组
织实施，又是周坤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为确保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顺利推进，
周坤和项目所在乡镇干部一起走村串寨，认真
进行实地调研，反复研究制定方案，精心指导监
督项目每一个环节的具体实施，想方设法帮助
村寨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曼板村和曼尾村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 因“ 两 污 ”设 施 建 设 用 地 问 题 没 有 及 时 解
决，致使工程进度受到影响。周坤得知情况
后 ，立 即 主 动 请 缨 前 去 协 调 ，她 进 村 入 户 挨
家走访，用质朴的民族语言和对待亲人般的
语气与傣族群众沟通交流，把生态创建的大
道理和村寨环境改善定会带来实惠的小道理
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赢得村民充分理解和
支持。

曼尾村污水处理设施用地需砍掉几棵长势
良好的沙松，村民想留下再过几年砍价格更高，
周坤前去当面动员后，村民表态第二天就砍
树。在她的耐心说服下，涉及项目建设的 11 户
村民全部自愿无偿让出了自家的用地。

经过不懈努力，曼板村和曼尾村以村落污
水、生活垃圾和畜禽粪便治理为主要内容的环
境综合治理取得成功，不仅有效改变了村寨过
去脏乱差的面貌，使 440 多户村民直接受益，还
以村委会负责、自然村为单位落实了相应的管
理运行制度，健全了环保村规民约。

周坤说，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辛，也从实践中
探索总结出了许多确实管用的做法和经验。

在各级政府的肯定、支持和群众越来越多
的参与下，勐海县生态创建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十二五”以来，勐海县生态创建工作全面深
入推进，已在全县 11个乡镇 85个村委会铺开。

为确保创建工作实效，周坤十分注重培养
乡镇环保所干部职工的业务能力，经常亲临现
场手把手教他们相关知识和技巧，指导监督工
作任务的完成。

勐混镇环保所所长赵冰华告诉记者，当地
环保所长清一色都是半路出家，生态创建理论
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周坤的帮助和
指导。乡镇环保所干部职工也都把周坤当作知
心大姐，抓创建工作有不懂的问题或遇到棘手
的困难，都会随时向她电话咨询、请求支援。对
于这些，周坤无论多忙，都是来者不拒，总会想
方设法让大家得到满意的答案。

勐海县环保局局长赛勐颇有感触地说，农
村“两污”设施建设时间短、任务重、难度大，是
全县生态创建能否成功的关键。正是在周坤的
带领下，全县环保系统形成战斗力越来越强的
生态创建工作骨干队伍，大家齐心协力啃下了

“两污”治理这块硬骨头。

■宁负慈母不辱环保使命
□退而不休发挥余热

“十二五”期间，勐海县 11 个乡镇全部被命
名为云南省生态乡镇，成功创建 9 个国家级生
态乡镇、5 个省级生态文明村（省环保厅已经公
示，拟上报省政府命名）、76 个州级生态村，勐
海县被云南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生态文明
县 ”，被 列 为 国 家 生 态 保 护 与 建 设 示 范 区 。
2015 年，勐海县成为云南省首家通过国家生态
县建设技术评估的县。

如此骄人的成绩，与周坤数年如一日的忘
我工作紧密相关。

赵冰华说，周坤工作起 来 玩 命 ，很 多 男 同
志 都 没 有 那 种 拼 劲 。 她 不 仅 把 生 态 创 建 工
作涉及的文件要求、各项技术指标背得滚瓜
烂 熟 ，还 到 涉 及 创 建 工 作 所 有 村 寨 查 看 实
情，把项目方案做得非常到位。项目实施过
程 中 ，她 坚 持 到 一 线 了 解 进 展 情 况 ，协 助 解
决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周坤承认，生态创建涉及全县 11 个乡镇 85
个村委会，公路沿线 2/3 的村寨她都去过，其他

山上的村寨也去过很多。她说，只要自己到乡
村，无论有无项目，村村寨寨都要看，做宣传，搞
促进，利用一切机会增强群众环保责任意识，这
是环保人的责任。

在推进国家、云南省和西双版纳州生态创
建项目实施中，勐海县每个乡镇至少有 10 个项
目点齐头并进，周坤亲力亲为进村寨抓指导，全
县大大小小 100 多个项目点她都逐一跑过，有
的还不止一次。

勐海镇环保所陈志刚被抽调到县环保局和
周坤共事过一年，每周至少在乡村跑 6 天，他一
个大小伙子都觉得受不了，可周坤每天下午 6
点下班后还要自己开车去现场检查指导、督促
进度，哪怕雨季路滑危险，依然照去不误。

周坤说，县环保局只有一名驾驶员，不好意
思叫。勐海镇连片整治两年多时间里，她一直
用自己的车前往，每趟往返 20 多公里，一共跑
了两万多公里，全是自己付油费。

陈志刚记得，2012 年有一段时间，为完成 4
个国家级生态乡镇创建，他和周坤最多一天跑
4 个乡镇，早上 8 点出发，晚上 8 点回来，累得饭
都不想吃。回到办公室，陈志刚躺在沙发上就
睡着了。后来，周坤经常叫陈志刚先走，自己加
班到凌晨。第二天，她又在上班时间前赶到办
公室，整理材料，回复电话问询，修改、上报最新
收集数据，制作简报，大事小事一肩挑。

2011 年以来，周坤连续 5 年未休公休假。
长期超负荷工作，使她积劳成疾，腰椎变形、骨
质增生已成为她挥之不去的伤痛。周坤说，自
己有时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

2013 年 5 月，有 9 个乡镇生态创建资料需
要审核，每个乡镇 6 份材料，叠在一起足有 1 米
多高。周坤说，这些材料要报送西双版纳州和
云南省相关部门，直接影响创建结果，必须注重
质量，每一项内容都丝毫不能马虎。

这一次，周坤一连在办公室坐了 27 天，逐
一看完所有材料还要修改完善。陈志刚眼含泪
花 地 说 ，好 几 次 见 到 周 坤 累 得 哭 、上 厕 所 都
在跑。

一天晚上，勐海县环保局打扫卫生的人员
发现周坤瘫在座位上，赶紧将她扶起来，叫一辆
车送她回去。第二天，周坤真的起不来了。

周坤的母亲年近 8 旬，她是唯一的女儿。
2015 年 1 月的一天，老人家突然发高烧、上吐下
泻，被送进医院治疗。当时，周坤正赶写一份月
底必须报送的生态创建工作材料，时间很珍贵，
即便她母亲在电话里面哭，她也拿不出往返需
要的两个多小时离开。周坤只能在电话里安慰
母亲，请哥哥、弟弟做母亲的工作。勐海县环保
局局长、副局长到医院看望老人家时，她母亲一
直哭诉，女儿一身病，从来不得休假和正常休
息，一打电话都在办公室，37 年工龄了，干脆组
织上让她退休吧。

周坤说，自己确实愧对母亲，但写了几次退
休报告都被前两任局长挡住了，生态创建工作
的关键时刻实在离不开她。本职工作没有推的
理由，必须想方设法做完、做好。

值得庆幸的是，周 坤 用 半 年 时 间 摸 索 写
出 近 30 万 字 的 国 家 级 生 态 县 创 建 技 术 报 告
顺 利 通 过 专 家 评 审 ，省 内 多 个 专 家 认 为 ，她
撰写的技术报告在同批报告中最有说服力、
评价最好。

2015 年 12 月，周坤由主任科员调为副处级
待遇。现在，她的退休报告已获批准，县环保局
自然生态保护股也调入一名干部，但她仍然接
受县环保局返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周坤说，推动勐海县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
县是自己的环保使命，相关工作未结束，自己就
没有真正退休的那一天。

边陲傣女环保情
——记云南省勐海县环保局干部周坤

◆本报记者蒋朝晖

工作中的周坤。

生态文明人物榜

走进一线公众环保行

乐队“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成立 18 年来，除
了演出或发行新专辑，鲜少出现在公众面前，更愿
意在平淡的生活里慢慢感受阳光的变化，静静体
会时间的沉淀。他们崇尚“自然”，自然地创作，自
然地呈现，生活不断，灵感不断。他们不依赖录音
技术，用近似原音的声音咬字、发声，注重现场的
声音，谢绝浮躁、花哨的装饰。在主唱小娟看来，
即使住在城市里，但如果内心足够安静，仍然会产
生一个很奇妙的空间感。比如春暖花开的时节，
听到鸟鸣声、水流声，就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既
贴近了自然，也感知了自己。多听他们的歌，可以
闻到生活最本质的清香。

将自然唱进生活

颠覆传统雨伞

在人们的认知中，雨天进到室内时，伞上的雨
滴会很自然地滑落，打湿地板或地面。几乎很少
有人想到是不是伞的设计有问题。今年 61 岁的
英国航空工程师 Jenan Kazim，出于职业的敏感，
敏锐地捕捉到这可能跟伞的设计有关。他开始有
意的捕捉下雨天传统雨伞带来的种种不便。比如
雨天上车时，想躲进车里再收伞，但无论如何都收
不进去；湿漉漉的伞放哪里都不合适等。面对传
统雨伞的种种弊端，Kazim 运用他所掌握的数学
应用和精密工程方面的知识，开始对传统雨伞进
行升级。设计结构，选择材料，历经两年时间，最
终，他拿出了一把颠覆传统的反向折叠伞。反向
折叠伞的外观跟传统雨伞并无大的差别，只是打
开与合拢的方向与传统雨伞完全相反，打开的原
理就像花儿盛开一样。这种颠覆性设计，合理解
决了所有问题。下车时，车门只需开一点空隙；沾
在伞面的雨水，会被完全收进伞中；无需再担心重
要的文件被沾湿等。他的这一设想也得到了很多
公众的支持，便利了人们的使用。

用32年造一座“荒原”

荷兰园艺师、荷兰自然主义美学运动领军人
物 Piet Oudolf与一般园艺师崇尚装饰、剪裁不同，
而是希望创造植物在自然中的自发感，创造一种
自然的感觉。他用 32 年时间，不改造、不强求，营
造出了世界上一座最恣意、最自由的花园。

他在一片 1.3 公顷的土地上开始了自己的梦
想，先是培育苗圃，然后设计花园，最后慢慢播撒
种子。植物群落的生长过程中，Piet既不剪裁，也
不打乱自然生长的时序，让其自由生长，连死去或
者枯萎的花木也不加干涉。随着时间的流逝，Pi-
et 的花园逐渐显现出现有的面貌，模糊了植物的
边界，似朴拙随意，又似独具匠心，走进他的花园
就像走进了莫奈的画里。在这种理念的带动下，
Piet 还设计过不少深受欢迎的项目，比如纽约空
中花园走廊高线公园，将原为曼哈顿区一条废弃
已久的高架铁路，设计成了国际设计和旧物重建
的典范。Piet 用他的经历告诉人们，大巧若拙，尊
重自然，野蛮生长，也许就是另一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