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重点是打赢蓝天

保卫战。在大气污染

中，烟尘废气的排放占了一定比重，对于企业排放的

烟尘废气等污染物，环境监测人员如何进行监测的？

监测过程中，他们会遇到哪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访市

生态环境局南海分局执法人员，亲身体验环境监测工

作，为读者揭开环境“哨兵”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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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佛山市先进制造产业集群

规模初显。2020年，装备制造、泛

家居两个产业集群达到万亿元规模，

汽车及新能源、军民融合及电子信

息、智能制造装备及机器人、新材料、

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集群均实现

千亿级规模。

“我们将紧扣未来产业发展趋

势，打造一批产业链完善、辐射带动

能力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着

力培养一批技术含量高、成长速度

快、产业模式新的瞪羚企业，催生一

批颠覆式创新、爆发式成长、未来产

值大的独角兽企业。”佛山市科技局

局长周佩珊说。

打造面向全球的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

电子特种气体是芯片制造中必

不可少的高精尖产品。长期以来，

该市场被国外厂商垄断。国内特种

气体因技术、工艺、设备等多方面差

距明显，大多依赖进口。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通

过20多年努力，一举突破尖端领域

气体材料的进口制约。2017年，该

公司生产的光刻混合气成功打入全

球最大光刻机生产商荷兰阿斯麦公

司的供应体系。目前，该公司特种

气体产品有230多种，已实现光刻

气等20多种产品的进口替代。

“企业研发初期没有任何文献

可参考，通过20多年的探索，硬是

在高技术壁垒行业领域撕开了一道

口子，打开了光刻混合气国际市

场。”公司总经理傅铸红说。

近年来，佛山市始终把创新摆

在发展的核心位置，坚持科技和产

业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和

智能装备、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氢能源等领域的

“卡脖子”技术取得新突破。

“十三五”时期，佛山地区生产

总值突破1万亿元，工业总产值超

2.3万亿元，经济综合竞争力位居

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达 5718 家，为 2015 年的

7.67倍。

“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就是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要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坚定不移走好‘世界科技+佛山

智造+全球市场’创新发展之路，全

力打造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鲁毅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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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8日清晨，南海区环境

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从车尾箱搬下器

具，走入某铝业公司的大门。“我们会不

定时开展抽检工作，今天主要检测废水

和废气，你们来得不是‘时候’，天气太

冷，待会你们可能扛不住。”南海区环境

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何炳坚对记者说。

跟着执法与监测人员来到第一个监

测点，记者看到高高的烟囱、狭窄的楼

梯，以及需要搬到烟囱中部监测平台的

上百斤重的设备。“越高的地方风越大，

待会我们要在上面待2个小时。”何炳坚

告诉记者，废气监测不能只取一个瞬间

的数据，他们会在监测点待一到两小时，

以获得更精准的结果。

搬起沉重的设备，踏上狭窄的楼梯，

记者走到了烟囱中部的一个小平台，这里

留有一个小窗口，专供监测人员采样使

用。半空中的风，格外凛冽。同行的佛山

市生态环境局南海分局执法人员杨邦彦

笑道：“做监测工作的，夏天变‘烤肠’，冬

天变‘冰棍’，这都是司空见惯了。”

高空三分险，在高且狭小的监测平

台采样作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让监

测人员难上加难的是遇上寒潮天气，在

寒冷的狂风中开展作业，不仅需要练就

“立地生根”的功夫，还需要具备“防寒抗

冻”的天赋。因此，对监测人员的规范作

业、操作技巧以及身体和心理素质提出

了很高要求。

两个小时后，废气监测工作结束。

记者从平台上下来时，浑身已经冻僵，但

同行的执法与监测人员没有休息，收拾

好设备就继续前往废水监测点。

到了废水监测点，南海区环境保护监

测站的另一位监测人员梁永祥用采水器

装起水样，并逐一分装到专门使用的小塑

料桶和玻璃瓶上。何炳坚则拿出一些“神

秘物质”添加到水样中，并在外勤记录本

上记录采样时间、监测数据等相关信息。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不同的瓶子分

装呢？”面对记者的提问，梁永祥回道：

“根据污水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为确保

水样在采集、贮存期内不会与容器发生

物理化学反应，从而引起水样组分浓度

的变化，需要根据所监测的因子选择不

同材质的容器。”

“水样从采集到分析的时间内，由于

环境变化，微生物新陈代谢等原因可能

会发生物理或化学变化，而固定剂可以

让这种变化尽可能变小。刚刚你看到添

加到水样中的‘神秘物质’就是固定剂，

不同的监测因子对应的固定剂也不同。”

杨邦彦在一旁补充。

因为在废水监测中会涉及使用到硫

酸、硝酸、盐酸这三种强酸，监测人员在

进行操作前会做好充足的安全防护。“不

是做了防护就万无一失，所以我们一定

要按规范来操作，不能有一点疏忽。”梁

永祥小心翼翼地操作，紧盯着手中的滴

管和眼前的瓶瓶罐罐，不敢有丝毫分神。

2020年，南海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取得

关键进展，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有重大突破，形

成了符合南海实际的治污路径，污染防治工

作也从“跟跑”到“并跑”，逐渐走向“领跑”。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常态，我能做的

就是全力做好监测工作，除了我们以外，还有

同在一线的执法人员、在实验室为我们提供

技术支持的技术人员等，他们都很辛苦。”同

行的监测人员温奕超说，未来他会继续以一

名环保人的身份，守护南海的碧水蓝天。

多年的工作历练，让温奕超养成了很多职

业习惯。在一天的观察中，记者发现，每看到一

摊水，温奕超都会用随身携带的PH试纸测试

一下酸碱度，追根溯源寻找有无管道及外排去

向；闻到一股气味，哪怕不需要进去这个车间，

都要再吸一口气，判断下是酸洗味还是喷漆味，

或是塑胶味。“这是‘职业病’了，但有时会因为

我们的这些小习惯发现问题。”温奕超说。

除了执法与监测工作，杨邦彦与同事在

深入企业监督检查时，都会有针对性地讲明

环保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指导企业提高管

理适应要求。“这样结合实际动态普法，法律

由纸上的法变成现实中的法，执法普法就会

取得良好的效果。”他认为，开展环境监测是

为了掌握南海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最大限

度地预防和减轻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

失，并不是为罚而查。

2020年，南海区大气环境质量刷新历史

记录，主要指标首次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水环境质量改善成效突出，广佛跨界河流水

质达到“十三五”以来最优；年总固废处置能

力达到18.02万吨，固废处理和收集能力均

居全市之首。

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南海环保人的

努力付出，作为监测与执法一线工作人员，他

们是南海环保工作的“耳目”和“哨兵”。他们

用一个个抽象的监测数据，描摹出一幅幅环

境质量状况图，为南海的环境管理、污染控

制、环境规划等工作提供了切实有力的依据。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郑慧苗

通讯员 肖长安杨邦彦

图/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

南海区退役军人促进会举
行迎春年会

发动更多社会力量
投入爱国拥军事业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通讯

员/王飞宁）1月10日晚，南海区退役

军人促进会举行2021年迎春年会，

对一批抗疫防疫优秀、先进会员和

“热心会务贡献奖”会员给予表彰。

会上，南海区退役军人促进会

会长汪会洲总结了过去一年多的工

作，促进会在政府、专业机构以及会

员单位之间组织交流学习，分享信

息、共享资源，协助会员单位解决了

20多宗实际困难，同时号召会员企

业参与捐赠物资、社区群防群治等

行动，积极抗疫、防疫。

汪会洲表示，新的一年，促进会

将继续坚持服务好退役军人、服务

好会员单位，包括整合发挥各方优

势资源，推进会员单位互利合作，在

保证“质”的前提下，发动更多社会

力量投入到爱国拥军事业中来。

目前，促进会已发展单位和个

人会员70名、团体会员3个，其中

不乏“隐形冠军”和纳税超千万企

业。

活动现场，南海区退役军人促

进会表彰一批抗疫防疫优秀、先进

会员，热心会务贡献奖会员，同时还

有企业家慷慨解囊，为退役军人关

爱基金注入 7万元以及会务经费

15万元。

南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王晓娟表示，希望促进会保持奋斗

精神，继续弘扬南海“老班长”的退

役不褪色的精神，为南海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寒潮下的
环境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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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南海碧水蓝天

■监测员在

某铝厂检测

排放废气。

■监测员冒着寒风进行废气检测。

■监测员将沉重的检测仪器搬上锅炉顶。

■监测员正在组装检测仪器。

■监测员在某铝厂检测排放废水，向采样瓶滴加试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