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斌的初心，是成为一名群
众需要的“战士”。随着我区环
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纵深推进，整
个面源治理难度加大、困难增
多。他始终坚守初心，不断学
习，攻坚克难，长期坚守在环境
巡查一线，成为全区污染防治工
作的一名“排头兵”。

老兵走进新岗位

“本领恐慌，是我刚从路政

来到攻坚办的第一感受，接触的
所有内容都是新的，只能从头起
步。”因为工作组抽调，2017 年 1
月，唐斌正式加入了区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工作组，尽管从事交通
执法工作多年，经验老成，但走
进新岗位的他，还是抱着几分忐
忑。与原先包干工作的模式不
同，整个环境污染治理面向全区
所有镇区、街道，直面现场、协调
部门、对接企业，要练就一双“火

眼金睛”并不容易。
为适应新任务，唐斌开始了

正常的“5+2”模式，放弃所有休
息时间，从基础的《环境保护
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学起，跟
着工作组按照既定的工作计划
开展巡查，记录、登记汇总，和相
关部门对接，研判污染源性质，
商讨整改对策。

证据说话心有底

“‘猫捉老鼠’的游戏每天都
在上演，我就是那只戴着摄像头
的猫。”在由 200 多名污染防治
攻坚战士组成的工作群里，唐斌
的图文会让大家“头皮发麻”，污
染现场、时间地点都具体地列
出，随后相关部门会第一时间内
组织处理。因为两三天后，唐斌

“回头看”的图片将如期在群里
上传，职责内的常规工作全力以
赴，但更艰巨的挑战还在夜晚。

“ 阳 光 下 的 污 染 ，可 控 可
见，夜间的污染却防不胜防。
夜阑人静时，渣土车抛洒滴漏、
工地施工、采石场轧石料加工
屡见不鲜。”唐斌困惑仍旧不止
于此，对照省、市级督察组就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要求，整治
范围和难度成为他心头挥之不
去的“愁云”。深思熟虑之后的
唐斌确定，整个工作组的夜间
工作势在必行，一切证据说话，
情理兼用，执法兜底。

一天，在接到周边群众举报
后，工作组在对一家薛埠镇停产
轧石场进行督查时，场区负责人
义正言辞。“我们绝没有生产。”
由于没有抓到实在的证据，唐斌
带着工作组离开了现场。寒冬
的零点，他一个人开车从金坛跑
到薛埠的山里。果然，轧石场正
在生产，现场尘土飞扬。第二
天，面对高清作业的图片，现场
负责人顿时哑口无言。

党员就该挑担子

“党员就应该挑担子，受得
了口水，才接得住夸赞。”无私所
以无畏，对于污染防治，唐斌有
着近乎苛刻的执拗，铁面无私难
免会引起一些违规生产企业责
任人的愤恨，一些恶意的举报、
恐吓、谩骂也随之而来，同事们
都有些不忍，唐斌总是淡淡一
笑，宽慰大家，公心做事，无愧于

群众就好。他打开了巡查工作
日志，三公分厚的软面抄里，每
一页都事无巨细地记录着每个
现场的地点、污染情况、责任部
门，并用蓝色笔标记好对方承诺
的整改时间。

“一个上午，5 个工地，2 家
企业，3个镇区，有的地方车子进
不去，只能走，大热天衣服全粘
在身上，老唐整个后背的衣服上
都是白色的盐霜。”在同事眼中，
51 岁的唐斌体质丝毫不逊同组
的年轻人。

“依然记得入党宣誓时候的
场景，光荣而坚定。”挑毛病，是
过程。挑不出毛病，才是目的。
谈起未来，唐斌很坦然地表示，
自己会坚持下去，和战友们并肩
对接好每一个现场，提升好每一
项业务，协调好每一个项目，处
理好每一块污染，持之以恒，让
天蓝地绿水清成为金坛高质量
发展的底色。

唐斌：污染防治“前沿哨兵”
本报记者 徐欢

唐斌（左）在工地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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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当兵的人，认准的事情
就要一直干下去！”，近日，一位
金坛籍退役老兵朴实的话感动
了无数的人们，今年 4 月，这位
名叫高方华的退役老兵成功为
一名 9 岁白血病患儿捐献了造
血干细胞，为她带去了生的希
望，他的善举获得了无数市民的
称赞。

高方华，1978 年生，中共党
员，中央警卫团金坛籍退役战
士。曾经的优秀军人，如今的创
业者、公益志愿者、家庭的楷模。
无论身份如何转变，他还是一个
兵的样子。

用心铸就放心，深耕家
庭绿色果园

2000年退役后，高方华选择
了自主择业，经过多次的尝试与
选择，于 3年前开办了“好嗨哟”
家庭农场（原名乐高果园），主要
出产绿色无污染果蔬，他说：“要
在最好的年华创业，把家庭农场
做好，为市民提供放心的农产
品，让大家吃得开心。”

他的“好嗨哟”家庭农场位
于金城镇白塔村曹庄，离城十分

钟车程，是真正的“离尘不离
城”。走进 200 多亩的家庭农场
里，仿佛走进了一个原始生态
林，这里栽种了水蜜桃、油桃、蟠
桃、樱桃、枇杷等水果，还有扁
豆、番茄、茄子等各类应季蔬菜。
时下正值黄桃丰收季节，硕果累
累的桃树下，鸡鸭鹅羊等应有尽
有。高方华说：“我家果园的野
草是从不清除的，这都是家禽的
口粮，能实现果园生态链的绿色
有机循环，为产品质量提供了保
证。今年，我在原有基础上流转
了百余亩农田，扩大了种植规
模，开挖了鱼塘提供休闲垂钓，
从原来单一的农产品种植向休
闲观光农业及乡村旅游转型，为
市 民 提 供 休 闲 与 采 摘 的 好 去
处。”

为孩子树榜样，身体力
行带出好家风

在高方华的两位孩子眼中，
爸爸是军人，更是偶像。在部队
服役时，他就是标兵，多次受到
嘉奖与表扬。退役后，他一如继
往地秉承军人优良作风，在工作
上努力钻研业务，生活中尊老爱

幼、关爱他人、奉献社会，是孩子
们的好榜样，言传身教就是家风
最好的传承。他严格要求孩子
们既要好好学习苦练本领，又要
文明友爱，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他
人，他希望孩子们长大后参军入
伍，报效国家。

结婚十几年来，高方华夫
妻在生活上同甘共苦，相濡以
沫，他们扎根果园，在田地里
挥洒汗水与青春。在工作上，
夫妻双方互相学习和探讨，围
绕果树培植与保产，经过三年
的实践与成长，他们从最初对
农业技术一无所知的“小白”
成长为如今对果木栽培与保产
了如指掌的“专家”。高方华
说：“这些年我的父母和妻子跟
着我受苦了，风里雨里我们都
在果园里，不是每位 80 后都能
像我老婆这样吃得了苦，她是
我心中最美的女人。”

投身公益，用实际行动
服务社会

从部队退役后，高方华牢
记部队首长“多付出，少索取”
的嘱托。在兼顾工作和家庭的

基础上，他先后加入了蓝天救
援队、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
茅驴志愿者协会等公益组织，
积极参与对社会公众有益的志
愿服务活动。

在蓝天救援队，他积极参加
各类应急救援技能培训与应急
救援任务。2016年 6月，江苏盐
城阜宁突发龙卷风，灾情严重，
他和队友们连夜赶赴一线展开
救灾，对受灾现场进行防疫消
杀，帮助当地灾民转移物资。
2016 年 7 月，指前镇遭遇洪灾，
他又积极参与抢险救灾，持续数

天冲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和队友
们一起将受困群众转移到安全
区域，再次发扬了军人苦干实干
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高方华多次捐献全血及造
血干细胞。几年来，他累计献血
上万毫升，高方华说：“我觉得生
命是最重要的事，以我的付出拯
救一个生命、一个家庭，是很荣
幸的，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高方华：

深耕家庭农场
热心公益事业

本报记者 邵桢

编者按：当兵时，他们是响当当的革命军人，回到地方，他们在村书记、公安干
警、花木经纪人等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用青春和汗水树立了良好的退役军
人形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八·一前夕，本报特推出“我们都是追梦人——优
秀退役军人”系列报道。

高方华在果园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