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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阅读昭通·生态

开栏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深入人心。一草一木，为繁华和喧嚣

增添了一分生机。
当前昭通市以“绿美昭通”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跑出“加速度”，乌蒙

大地勃发绿美新气象。即日起，《昭通日报》推出“阅读昭通·生态”专版，
集中展示昭通市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果和做出的不懈努力，
着力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昭通故事，描绘昭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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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站送环保知识进昭
阳区第四小学。

在孩子心里种下生态保护意识的“种子”。

监测站技术人员开展监测工作。

监测站技术人员在核对监测数据。

监测站工作人员向群
众介绍水质检测设备。

监测站技术人员向群众普及监测常识。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时下，很多昭通市民都
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看天气

预报时，会顺便浏览一下当天的
空气质量状况。那么，每天的空

气质量状况是谁在监测并发布出来
的呢？

环境监测是环保工作的“眼睛”和“哨
兵”，通过采样、实验室分析来反映企业排污情

况、环境质量状况和突发环境事故污染情况，及时
向政府和环境管理部门提供第一手监测数据和技术

支撑。近日，记者走进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昭通市生态
环境监测站（以下简称“监测站”），把鲜为人知的环境监测
工作展示在人们面前。

风雨兼程47年 不忘初心逐梦未来

监测站位于昭阳区镇雄路，占地 5333.3 平方
米。总面积达2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实验室，干净、
整洁、明亮，功能分区完善，拥有离子色谱分析仪、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带石墨炉）、原子荧光分析
仪、红外测油仪、紫外分光光度计、连续流动分析
仪、气相色谱、气质联机、液相色谱、ICP-MS质谱
仪等监测仪器260台（套）。

记者走进实验大楼看到，各个实验室，监测人
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种实验。现代化的高、
精、尖实验仪器，监测人员保持着一丝不苟的工作
态度，一脸庄重。

1976年该站成立之初，全站工作人员挤在面积
仅百余平方米的实验室里工作。没有交通工具，采样

靠肩扛或板车拖、三轮车拉。人员少、基础差、底子薄，成
为当时环境监测站的真实写照。

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对环境监测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必须不断提高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水平，才能满足
环境监测事业发展的需要。

业精于勤当好“哨兵” 监测能力实现质的提升

“要提高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关键是人才。”监测站党
支部书记、站长钟龙介绍，全站有人员编制42人，承担着
全市地表水、饮用水、环境空气、降水、污染源、土壤、固体
废弃物、噪声等环境监测工作。

人员少、任务重、责任大。怎么办？人才是培养出来
的，只能内部挖潜。为切实推进基层生态环境监测能力
建设，支撑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根据《云南省生态环
境厅关于下达县级生态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达标工作
计划的通知》要求，监测站于2023年5月、8月开展县级监
测站标准化验收专题培训班，选派了优秀专业技术人员
组成技术帮扶指导组，开展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示范教
学，对未达标的县级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进行帮扶培训。

此外，监测站每年都邀请国家总站、省站及兄弟州
（市）单位的专家来站开展讲座。每年都会派出监测人员
参加各种业务知识培训，并搭建交流平台，充分发挥站内
业务知识扎实的环境监测骨干作用。通过科学轮岗，不
断提升监测人员综合素质，人尽其才；开展环境监测大比
武练兵，在全市环境监测系统掀起学技术、练技能，争做
高技能人才的热潮。同时，监测站将质量控制和质量保
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贯穿于环境监测工作全过程，一直
坚持由县（区）监测站严格按规范采样、送样，由监测站统
一分析作出报告，保障所有监测数据“做有痕、追有踪、查
有据”，确保全市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的真实性、统一性、整
体性。正是这种行之有效的执行和坚持，监测站监测人
员的综合能力得到全面加强。截至目前，已具备水质和
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土壤和水系沉积物等16大类552
项800个方法2000多个参数检测能力和地表水109项全
项目分析能力，监测站成长为二级环境监测站。

党建引领，凝心聚力 打造监测铁军

监测站党支部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管党
治党抓党建的实际行动，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党建工作责
任。压实党支部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
双责”责任，严格运用“四种形态”，落实谈话提醒工作，督
促党员和干部职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为进一步筑牢干部职工廉洁从业的思想防线，印发了
《中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昭通市生态环境监测站支部委
员会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根据省生态
环境厅直属机关党委《关于做好2022年度厅直基层党组织
分类提升和软弱涣散党组织集中整顿工作的通知》要求，制
定了《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昭通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党支部
关于印发“一般争先进”整改方案的通知》，抓实2022年度
综合考评和厅巡视整改问题落实，争创先进党支部。

与昭通市生态环境局第二党支部、昭阳区太平街道
办事处水平社区党委签订共驻共建协议，融入地方机关
党建和城市社区街道大党建。认真组织观看《正风肃纪
反腐云南实践》，出台《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昭通市生态
环境监测站制度汇编》，建立用制度管人管事体系。开
展“以案为鉴，正风肃纪”专项整治活动，以案促改推进警
示教育和家风教育常态化工作，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
识和拒腐防变能力。集中组织学习《习近平关于坚持和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和《清廉云南建设学习
教育丛书（2021）》。组织开展“云南生态环境这十年”大
讨论活动。

监测站干部职工用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和艰苦奋斗的
工作作风，展现了“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敢吃苦”
的监测铁军风采，谱写了一曲环境监测人的美妙赞歌。这是
监测站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转化为生态环境监测系统能力建设的一个缩影。

“我们早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现场采样时，狂风吹得大家只能半蹲着工作。企业
的烟囱最低的十几米，最高的近百米，上面风很大，直着
腰工作太危险。在一次高空采集样品时，一转身，安全帽
撞在尖角上，顿时就破了一个大洞，要是没戴安全帽，后
果不堪设想。”说到这里，胡先春还在后怕。

在某企业的烟囱边，胡先春和同事背着沉重的检测
设备沿梯子向上攀爬。烟囱周围没有任何遮挡物挡住太
阳的暴晒，烟囱本身也散发着热量，腰间系着的安全带是
唯一的防护措施。一个普通人估计爬到平台上就会耗去
一大半的体力，手脚酸软、头晕目眩。而胡先春他们一到
平台上顾不上休息，就开始调试着检测仪器。

“我们早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是我们的阵地，无
论条件多么恶劣，我们也要坚持，这是我们的职责。”胡先
春笑着说。

“由于这些年环保监测工作的力度加大，现在的企业
排放情况已经有明显的改善，现场的采样工作环境比以
前好得太多。刚参加工作那些年，现场采样那才叫辛
苦！”胡先春说，现在对企业污染源做比对监测时也非常
辛苦，不仅涉及的监测项目多，而且采样时间非常长。由
于污染物的采样点位置都比较高，所以上到烟囱顶后，胡
先春和同事们会连续完成监测项目，中途不会下来。“我
们每天的工作基本都是游走于各个厂区进行采样，废气、
高温或多或少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影响，但这是我们的工
作，必须完成。”胡先春说。

“每天不是在路上就是在采样”

今年是严一乾在监测站工作的第18个年头，是站里
的“老人”了。每天，她都会和同事在实验室里进行样品
监测，工作量十分饱和。“样品监测是个辛苦活儿，需要高
度集中注意力，必须保证数据真实准确。”严一乾说。

按照规定，昭通市重点排污企业需要一个季度监测
一次，重金属企业需要两个月监测一次。有的企业排放
口少，有的则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排放口，监测一次需要
耗费很长时间，所以现场科的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出
现场取样。

“有一家废气重点排放企业有20多个废气排放口，我
们11个人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晚上7点才下班，干了3
天才完成取样工作。”严一乾说，工作人员每天都是在“满负
荷”工作，她说：“我们每天不是在路上就是在采样。”

“我们肩负着责任，须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正如胡先春、严一乾所说的那样，监测站的工作必然
是辛苦的，在他们看来，所有的辛苦都是为了所肩负的那
份责任。

他们的工作量有多大？有这样一组数据：每月监测
22个省控地表水、1个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共获
得593个监测数据，每季度开展20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共获得 1300个监测数据。需采
样人员126人次，分析人员2000多人次，行
驶里程约8000公里……

“我们肩负着责任，要确保数据真实
准确。”钟龙说，监测站担负着昭通市污染
源监测、环境质量监测、应急监测等工作，
涵盖了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噪声、振动
等大量常规性监测及监督性监测任务。
既然选择了环境监测工作，就必须尽心尽
力、尽职尽责，当好城市的“环保哨兵”。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监测站党员
干部职工将团结一致，再接再厉，为实现昭通市
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持续献计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