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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竭力守护好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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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空气质量正处于多年来最好的局面。 除了污染

治理起到实效， 另一大功臣就是背后的科研力量———面对

人民群众的期待， 伏晴艳和同事们以勇气、 坚韧和创新精

神推进 PM2.5 监测能力从无到有走向卓越， 为打好蓝天

保卫战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冷门岗位逼出创新

上海第一份正式的空气质量指数 （AQI）、 第一组覆

盖全市的 PM2.5 浓度值， 发布于 2012 年 11 月 。 这不仅

意味着一组数据的诞生， 更是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理念的

一个转折点。 如今， 有些人会像关注天气预报一样关注每

天的 PM2.5 指数， 但 2011 年以前， 全国没有一家机构正

式监测 PM2.5。 事实上， 除了少数专业人士， 大部分人根

本没听说过 PM2.5。 伏晴艳就属于那少数专业人士。
伏晴艳上世纪 90 年代初大学毕业， 之所以选环境保

护专业， 她说是因为被环保名著 《寂静的春天》 感染。 毕

业后， 她进入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 为采集数据，
她进工厂、 爬烟囱， 从普通技术员起步扎扎实实做研究，
逐渐成为部门负责人。 2002 年， 她调任上海市环境监测

中心 ， 从而开始研究 PM2.5 等新型大气 污 染 物 。 当 时 ，
这绝对是一个冷门岗位———别说搞清 PM2.5 的成因和变

化机制， 在国内， 就连能准确测量其浓度都做不到。
要摸清 PM2.5 的 “脾气” 很不容易 。 虽然国外做过

一些研究， 但在中国特殊的产业结构和环境条件下， 国外

理论模型时常遭遇 “水土不服”。 于是， 伏晴艳团队走上

了一条被 “逼出来” 的自主创新道路———自己设计仪器，
摸索方法、 优化模型， 跨过了一道道难关。

监测研究快速进步

伏晴艳说起话来轻轻柔柔， 但透出一股沉静的力量。
同事们都说她有个人魅力， 不是那种火一般的炙热与爆

发， 而是由责任感支撑的勇气和坚持。
2011 年年底， 随着雾霾天集中爆发， 我国自己发布

PM2.5 数 据 、 回 应 老 百 姓 环 保 期 待 的 迫 切 性 不 断 增 强 。
2012 年 年 初 ， 新 的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国 标 发 布 ， 首 次 纳 入

PM2.5 指标； 但具体怎么测， 国标并未涉及———当时的技

术配套还远未到位。
着眼于新形势， PM2.5 相关研究必须提速， 伏晴艳团

队感到了责任， 也看到了事业发展的空间。 基于十年的积

累， 他们迅速走向突破。 2012 年 3 月， 上海开始试点发

布 PM2.5 实时监测数据； 当年 12 月， 根据新国标编制的

空气质量指数在上海正式发布； 九个月后， 上海推出 AQI
分时段预报……依靠伏晴艳团队的工作， 上海空气质量监

测和预报能力近年所取得的进步着实让人惊叹。 目前， 市

民每天都可以获得未来 72 小时的 AQI 预报， 指数预测区

间精度为±10。
近几年， 伏晴艳还推进了上海 PM2.5 污染来源解析

的研究 ， 梳理出各主要污染源对全 市 PM2.5 的 贡 献 度 。
该项工作对上海制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淘汰老旧机动车、 控制工业排放、 减少扬尘等举措， 都与

之相关。

压力之下确保精准

伏晴艳说， 做环境监测工作， 准确就是生命线。 2013
年年底， AQI 预报才上轨道不久， 上海遭遇史上最严重的

雾霾 ， 连续 14 个污染 天 ， AQI 最 高 接 近 500。 这 14 天

里， AQI 预报受到高度关注， 并直接影响着相关决策。 伏晴艳每天都承受着

巨大压力： 预测值如果偏高， 社会就要承受不必要的应急成本； 假如太保

守， 无疑也会经受各方面的追问。
14 天里， 伏晴艳和同事们每天都加班到凌晨， 稍微眯一会儿， 天亮前

就必须起床， 在早高峰前发布新的预报。 经过这一仗， 伏晴艳团队形成了一

个惯例： 遍布全市的空气质量无人监测站， 只要有一个出现数据异常， 哪怕

是半夜， 也必须尽快搞清原因并加以修复。
通过 “伏晴艳们” 的努力， 如今上海已拥有一套具有国际水准的空气质

量研报体系， 空气质量监测团队规模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一百多人， 监测站

点数量从个位数拓展到上百个； 监测数据的有效性超过 98％， 显著优于国

家标准； 空气质量预测水平和准确率不输国际同行。 代表全球最高水准的美

国环保署专家甚至当面表示， 上海空气质量预报发布体系有许多地方值得他

们借鉴。
作为一名蓝天守护者， 伏晴艳说她的理想就是保障市民群众自由地呼

吸。 朝着这个方向， 她将继续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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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 51 天，创下拆违 58 万平方米奇迹的许浦村，如今的

面貌， 借用村民的话来说就是：“整洁得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出

了。”道路两边的拆违垃圾清运完毕，露出了干净规整的地块；
黑臭的许浦港通过河道清淤净化， 水面上开出了手掌般大小

的睡莲。
2015 年 10 月 19 日开始，是钱国忠压力最大的时候。 土

生土长的许浦人，却要对一辈子的亲朋好友“开刀”———随着

许浦村正式拉开拆违和环境综合整治的帷幕， 不光村内历史

违法用地和企业违法建筑要拆除，居民违建也要拆除。

“既然是违法建筑，就必须拆除”
位于华漕镇东部的许浦村，交通便利。因为周边区域的快

速城市化，从 2000 年开始，这个村迎来大批来沪人员。许浦村

户籍人口 2200 余人，高峰时期租住在此的来沪人员却有 4 万

余人。 经济发展带来了环境的变化，许浦村逐渐成了“都市黑

村庄”。
2015 年 7 月 22 日， 市委书记韩正不打招呼深入腹地暗

访许浦时， 看到了这里真实的景象： 空气中飘散着难闻的气

味，环境脏乱不堪，违法建筑形状各异挤挤挨挨，无证商铺摊

贩充斥其间，死水一潭的河道里漂浮着各类垃圾。
钱国忠红着脸向市委领导介绍村里的历史欠账， 也说出

了违建为何越来越多的原因：虽然环境恶化，但是全村每年违

建民房收益可达 6600 万元，“每户家庭平均 10 万多元， 而村

集体违建出租给企业的年收益也有 5000 多万元。这是一笔非

常可观的收益。 ”
那么多存量违法建筑， 拆得动吗？ 拆违这桩动利益的事

儿，在许浦村“炸开了锅”。 村委会里，钱国忠接待一批批村民

的“交涉”，大大小小的企业老板们也来“问情况”。
“开头几天，心里真是没底。 ”钱国忠说，镇、村干部一起，

先是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 再走村入户， 上门做宣传解释工

作，听听村民的想法。
听着听着，心里渐渐有了底。“既然是违法建筑，就必须拆

除。 ”绝大多数老百姓对依法依规办事这个理念都能接受。 但

同时，他们十分关注：村干部家的违建拆吗？ 村集体土地上的

违建拆吗？ 老板们的利益你们敢碰吗？
怎么办？干部、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带头。钱国忠做通

村班子成员工作。村委会主任秦伟忠，带头拆自家 400 多平方

米的违建。这是一幢与主体建筑紧挨着的四层楼违建，出租给

了 16 户人家，一家家劝退租户，还给有的租户提供信息，帮助

他们尽早搬家。

长效管理，努力把许浦建成近郊美丽乡村

事实表明，只要认准目标，下定决心，方法得当，措施有

力，拆违的阻力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仅 51 天时间，许浦村的

违建就被大片拆除，无证无照经营点被取缔，村宅变得开阔、
整洁而又清静。 河道整治、绿化布局、公共配套设施改造等工

作齐头并进。 村民还惊喜地发现，密密麻麻的违建拆除后，一
幢黑砖木梁、 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许浦村最老的村屋露出了

真容……参与拆违工作的基层干部们津津乐道村里的诸多变

化，体会到自己的工作成果和价值。
如今，那“51 天”已经过去两年，钱国忠和村干部们还在

进行生态修复速度的比拼。搭上市里中小河道整治的快车，许
浦港扩宽到 52 米；如今许浦村正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白墙

黛瓦、道路宽敞、水清岸绿，许浦村有了几分“世外桃源”的模

样。钱国忠说：“今后目标是进行长效化管理，带动村属企业转

型，把许浦建成近郊的美丽乡村。 ”

钱国忠 ： 闵行区华漕镇许浦村党总
支书记 。 在全市开展的 “五违四必 ” 区
域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中 ， 他带领许浦村
村民在 51 天中拆除 58 万平方米违法建
筑 ， 创造了拆违的 “许浦速度 ”。 曾经
的 “都 市 黑 村 庄 ” 许 浦 村 ， 正 以 前 所
未 有 的 速 度 演 绎 一 场 生 态 环 境 的 蜕 变
与重生 。

■本报记者 祝越

王炳林：家门口的河自己管得好
“以前家门口这段伍家埭河很臭，旁边环境一

塌糊涂，现在水清了环境好了，来这里钓鱼的人越

来越多。 去年 11 月，这里还飞来一对野生天鹅，希
望今年它们还会飞来。 ”王炳林对记者说。

2015 年 7 月 1 日，中步村以“村民自治”方式，
尝试建立起一支专门管理河道的“河道长”队伍，同
时在优秀党员和村民组长中，挑选具有丰富河道管

理经验的人担任 “村民河长”，58 岁的王炳林被大

伙推选上任。这也是在中小河道整治“补短板”行动

中，全市第一位由村民自己推选出的“村民河长”。

中步村诞生了全市第一位“村民河长”
伍家埭河几年前还是一条臭水浜，路过某些脏

乱地段，村民们都忍不住掩鼻。
“这几年的‘美丽乡村’建设和‘补短板’行动，

让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步村党总

支书记邵红光介绍，全村 449 户总计 4.5 万平方米

违法建筑如今已全部被拆除，村域内 16 条总计 1.3
万米河道经过河道疏拓、步道绿化美化等一系列修

整，都已建成岸绿柳成荫的景观河。 为了把“美”留
住，村里率先试点“河道长”和“村民河长”，分片包

干全村河道维护。
王炳林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担任“村

民河长”后，每天一清早、午饭后、晚饭前三个时段，
他都要在 12 组辖区内的几条河道查看一遍， 同时

指挥全村“河道长”们打捞漂流废弃物、漂浮水生植

物， 还要劝导河岸边的村民不要往河里扔垃圾、不
要在河岸上种菜，牢牢盯紧“家门口的河”。

河道长们天天捞，水葫芦再也爆发不了

河道长的任务，第一是确保河道整洁，第二是

发现河道被污染后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汇报。这种

“自己家园自己管”的模式，调动了村民维护自己美

好家园的积极性，使得河道维护的日常问题，时刻

有人盯着，一些小问题不出村就能第一时间解决。
“今年夏天，我们这里的河面上已基本看不到

水葫芦了， 因为从 6 月初水葫芦刚开始爆发起，河
道长们就每天三遍把它们打捞干净了。 天天捞，它
们也就爆发不了。 ”王炳林不无自豪地说。 “村民河

长”和专人承包的“河道长制”，终于让水葫芦爆发

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伍家埭河水体清澈，河岸补种了植物、换上了

新木栅栏，但新的问题是：臭水浜变成了清水河，河
岸变成了花园，前来参观、休闲、钓鱼的人也越来越

多。“现在河边每天都有二三十人来钓鱼，当地人和

市区来的都有，矿泉水瓶子、泡面盒子、塑料袋等垃

圾在河岸边随意丢弃的现象也多了起来。 作为‘村
民河长’， 这也归我管， 一方面安置垃圾袋随时清

理，同时做好宣传工作———把河道整治干净很不容

易，大家都要珍惜。 ”
下一步，老王家门口的这条伍家埭河将和邻近

的千步泾一起发展旅游业，进一步规范管理，开辟

高端民宿，发展钓鱼、采摘蔬菜等农家乐休闲活动，
增加村民收入，让村民真正受益于河道整治成果。

中步村的 “村民河长”， 是青浦区在率先实行

区、镇、村“三级河长制”之外，探索“村民自治”的新

尝试。 “三级河长制”明确职责，强化整治和督察力

度，收效显著，但在日常的长效管理上，编外的“村

民河长”则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是“三级河长制”
的有效补充。 目前，“村民河长制”已在青浦区乃至

全市推广。 王炳林说：“我这个试点证明，‘村民河

长’对河道整治非常有用。 ”

王炳林 ： 青 浦 区 赵 巷 镇 中 步
村 “村民河长 ”， 在全市中小河道
整治 “补短板 ” 行动中 ， 他是第
一位由村民推选的 “村民河长 ”。
“家门口的河自己管 ”， 王炳林每
天巡河三次 ， 使得河道维护的日
常问题第一时间不出村就能马上
得到解决 。 “村民河长制 ” 如今
全面推广 ， 为建立中小河道整治
长效管理机制作了有益探索。

■本报记者 薄小波

茛 王炳林 （左） 在打捞河面上漂浮的垃圾。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荨 伏晴艳 （右） 与同事讨论工作。 傅国林摄

荩 钱国忠 （中） 和村干部一起在河道整治工地现场办公。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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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晴艳：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
任 ， 长期从事环境科研和环境监测工
作， 先后领衔主持 30 余项省部级重大
环境科研专项任务。 作为领军人物， 她
勇于创新， 主动承接 PM2.5 国家标准、
规范的制定工作， 创新技术方法体系，
为国家 PM2.5 监测方法的确定提供了
切实可靠的数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