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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河清清了了，，水水好好了了，，工工作作才才算算到到位位””
烟台市环境监察支队环保监管人员宋娟基层坚守17年

河水被污染，为查污染源到企业暗访

河流污染投诉很多，尤其是一
些水源地的水质问题，一点也不能
含糊。2013年，外夹河水质被污染，
而这条河是烟台市民的水源地，这
让宋娟着急了。为了尽快解决问
题，宋娟与同事多次到河岸监测取
样进行调查，到周围百姓中了解情
况，对河道周围企业进行暗访，在
往返了四五次后，终于查明，原来
在企业厂区外至外夹河排污口之

间有一条排水沟，邻近排污口处有
两处非法养猪场，废水也流入该排
水沟中。经过多次协调沟通，最后
企业生产及生活污水全部接入城
市污水管网。

“白天处理投诉还好些，很多
时候就怕晚上处理，经常把孩子
一个人丢在家。”宋娟说，丈夫因
为工作性质，根本就顾不上孩子，
而她晚上接到投诉，有紧急的事

情必须马上去处理，根本就顾不
上孩子。

“记得有一次处理一个公司
的气味影响居民生活的投诉，晚
上九点多接到投诉，马上去现场
处理，等处理完以后回家已经是
凌晨两点了。”宋娟说，大家对处
理结果不相信，我带着他们到企
业厂房里查看，当市民亲眼看见
设备被拆掉才相信了。

一条人工河

富裕一个村

提供线索你可以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96706,也可以关注齐鲁晚
报网、齐鲁晚报官方微博、天天正
能量微博和来往官方账号。

我的家乡在鲁西北夏津的一
个偏远农村，村东头有一条几十
米宽的小河，那是上世纪七十年
代中期，全乡男女青壮年齐上阵，
奋战一个冬天，开挖出来的一条
人工河。那时我在念小学，小河就
在学校的附近，目睹了人们挖河
时的情景，社员们不怕苦不怕累
热火朝天劳动的场面，至今还历
历在目。

自从有了这条小河，每年春
天干旱季节，滔滔黄河水经过几
次提升分流，就源源不断流淌过
来。我们村的几千亩沙土地和盐
碱地，经过平整改良后全都变成
了水浇地。过去种小麦，由于干旱
缺水，亩产只有百十斤，甚至几十
斤，有的还不够麦种。变成水浇地
后，亩产一下子翻了好几倍，达到
近千斤。当时，我们村成了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同时，也较早用上了
高压电，白天用电浇地，晚上照
明。家家户户用电灯，街上有路
灯，到处亮堂堂的，周围村里的许
多村民都很羡慕，有的邻村村民
为了使自己的姑娘能够用上电
灯、吃上白面馒头，争着托媒人把
姑娘嫁到我们村来，当时我们村
的村民都有一种自豪感。

村东头这条小河还与我当时
就读中学前的一条小河相连，每
年夏天到了雨季，河水就上涨。到
了秋冬季节，随着雨水减少，河水
就下降，浅的地方就干枯了，露出
了河底，深的地方还存有一尺多
深的积水，里面生长着草鱼、鲫
鱼、鲤鱼、鲇鱼等，大的有两三斤
重。这时，正是人们捞鱼的好时
机。我和小伙伴们也经常去凑凑
热闹，摸几条小鱼回家。有一次，
我抓了一条几两重的小草鱼回
家，父亲见了很是高兴，特意给我
做了“红烧鱼”，这在那个食物匮
乏的年代算是“奢侈品”了，全家
人吃得津津有味，像过年一样。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村东头
这条小河经过几次清淤整修，现
在还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不仅
灌溉村里几千亩的良田，也为我
的少年时代带来许多的乐趣，儿
时的情景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夏津 宋振东

市民的投诉解决了，自己也很高兴

平日里，不熟悉宋娟的人，都
觉得她是一个弱女子，而了解她的
人提起她，都为她竖起了大拇指。

“我一个男人工作都没这么拼命，
你干起活来真是不要命。”同事的
评价是玩笑，也是一种敬佩。17年
的时间里，宋娟多次获得山东省环
保信访工作先进个人奖项，多次获
得年度嘉奖，2009年被评为全国环

境信访工作优秀个人。
“其实我就是想，在这个岗位

上就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对得起
这个岗位。”宋娟说，她就是想通
过自己的努力，解决市民的困扰，
让更多的人满意，让环境更好些。

宋娟说，一直以来，周围不少
人都劝她，让她申请调整工作，不
要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受“夹板

气”，而宋娟却觉得没什么，她觉
得这样的工作很充实，为市民解
决问题后也很高兴，她想继续坚
守在这个岗位上，帮助更多人把
问题解决。

“环境好了，河清了，水质好
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到位。”宋娟
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得到市
民的理解和支持。

环保工作17年，曾因被误解偷偷流泪

1997年8月，宋娟还不到30
岁，从未接触过环保方面知识的
她，加入到烟台市环境监察支队，
全部都是从零做起。第二年，环保
局成立了投诉中心，宋娟开始专
职负责环境信访工作。接下来的
时间里，接办、转办、督办、现场查
处、协调、回复、上报材料等多个
环节，当时由于工作人员少，宋娟
都要一一办理。

“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发达，大
部分投诉都是通过电话，每天都接
到很多投诉电话，最多的时候一天
能接到30多个电话。”宋娟说，很多
人都不愿意干信访的工作，很大一
方面原因是市民不理解。“投诉嘛，
很多市民打电话多少都是带着点
情绪，态度不好是家常便饭，有的
甚至破口大骂，我只能一遍一遍地
给他们耐心解释，然后逐一安排后

期的查办工作。”
宋娟说，工作苦点累点她都能

承受，但是市民的不理解是她最犯
难的事，她也多次偷偷流泪。“一次
处理投诉，现场就被气哭了。”宋娟
在一次处理餐馆油烟投诉时，有一
个市民多次反复质问她为什么会审
批通过企业在此开店，她多次解释
审批环节并不归他们管理，而市民
仍然不依不饶，非要讨一个说法。

▲接到污水投诉
后，宋娟首先要做的
就是进行现场取水样
等取证工作。

当一个人行走
在河边，如果河里
吹来阵阵臭味，大
部分人第一反应是
捂着鼻子离开，但
有一种人，他们不
仅不跑开，反而追
寻着气味寻找根
源，甚至还要把水
取样带回去，宋娟
就是其中一个。作
为烟台市环境监察
支队的环保监管人
员，今年46岁的宋
娟在这个岗位已经
坚守了17年。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静

江河卫士

我家门口那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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