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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景岭、温娟两位代表：

“环保履职”，师生接力
新华社天津电(记者李鲲)多年来的

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天津代表团驻地经
常有采写环保的记者出入，两位来自环保
行业的代表是采访的焦点：一位是第十一
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原天津市环
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一位是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温娟。两人接力“环保履职”，是中
国环保工作不断深入推进的缩影。

包景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5 年、全
国人大代表 10 年来，提交提案、建议、议
案共计 100 多件，推动了全国多项环保
工作的进展：在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
法中加入对农业污染的防治、推动“水域
船舶排放控制区”的划定……

这些切实可行的建议背后，是包景
岭扎实认真的履职，而多年来，作为包景
岭在多个环保项目组的学生与同事，温
娟也为这些提案、建议、议案的提出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
绿色港口建设让温娟记忆犹新。

她说，几年前，有研究报告指出，当一
艘大中型集装箱船使用含硫量为
3 . 5% 的船用燃料油，并以 70% 的功率
行驶时，其一天的 PM2 . 5 排放量约相
当于 50 万辆国四标准柴油货车一天
的排放总量。

“那份报告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当时
国内对此领域研究较少，包景岭老师和
我以及一些同事便组成了项目组深入调
研。”温娟说，调研发现，当时进入我国沿
海的远洋轮船燃料仍以重油为主，含硫
量可高达 4 . 5%，平均约为 2 . 8%，对大
气环境影响极为严重。

然而，国际上对船舶硫氧化物和氮
氧化物的排放限制相对宽松，而国内当
时也缺乏船舶大气污染相关标准。因此，
借鉴北美等地对指定海域划定排放控制

区，包景岭和温娟将研究成果同时写
成了《关于尽快推动我国船舶大气污
染控制的建议》，由包景岭在 2015 年
全国两会上提交。

令温娟和包景岭感到振奋的是，
这项建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采
纳。2015 年 12 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了

《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
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对相关
水域划定排放控制区。

2018 年，温娟当选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代表，从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包景
岭手中接过接力棒，提交了《关于精准
发力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坚决打赢蓝天
保卫战的建议》。一年来，她认真履职，
践行代表的使命。

这一年，温娟很忙。
4 月，她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次会议；5 月，她参加全国人大大气
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6 月，她先后两
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大气污
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参与
讨论执法检查报告；7 月，列席本届全
国人大专门为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加开的第四次常委会会议，参加本
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专题询问；8 月至
9 月，她先后两次参加天津市人大组
织的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城市专题调
研……

从刚开始的“手忙脚乱”到后来
的从容履职，包景岭给了她很多帮助
与指导。经过一年的摸索，温娟在履
职中也切实为我国生态环保事业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2018 年，紧扣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目
标，温娟专门提交了关于开展面向美
丽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中长期战略
研究的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相关
研究正在进行。

今年的全国两会，温娟计划结合
自己平时的调研，向全国人大提交关
于保障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行的
有关建议，希望推动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工作。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
作，需要一代代‘环保人’为之付出努
力，在国家不断加大环保力度的今
天，有幸从包景岭老师手里接过接力
棒，我会继续不断努力提升履职能
力，为中国环保事业做出更大的贡
献。”温娟说。

张伟代表：

“逆向问诊”，健康扶贫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李兴文、高皓

亮)作为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主
任医师，诊室是张伟的“阵地”；作为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年来，她沿着患者
来的方向，一次次走进基层医院，一次次
踏入贫困户家门，用别样“问诊”，守护百
姓健康。

最大程度方便患者就诊

农历初八，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迎来春节后就诊高峰，当日门诊量 9959
人次。人流依然密集，和往年不同的是，
曾经诊室门口的“长龙”明显少了。

半年前这里还“长龙”常见，排完挂
号的队，再排队检查、缴费……

要让信息多跑路，最大程度方便患
者。张伟召集现场会，商议解决方案，进
行技术攻关。如今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患者在医生办公室就可以缴费。医
院多了自助机终端，通过移动支付方式
缴费的患者比例已达 56%。患者用身份
证一扫，即可拥有自己的唯一识别号，所
有诊断报告、化验结果会发送到手机。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下大力气
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这是 2018 年李
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的明确要求。

围绕这一目标，张伟在医院牵头开
展历时 3 个月的大调研，全面检测医院
每日、每周、每月的实时床位信息使用率
信息、大型设备设施运转效率，以及门诊
住院服务人次和结构等，通过数据分析，
不断优化医院资源配置，在方便患者就
医的同时，着力减轻患者负担。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初春的井冈山，乍暖还寒，井冈山市
人民医院的病房人数明显增多，曾经因
医疗条件差，人们舍近求远到邻近的吉
安市区、泰和县就医，如今很多邻县乡镇
的患者慕名而来。

变化源于一场“联姻”，2018 年 11
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井冈山市
结对，全面托管井冈山市人民医院，骨科
主任刘志礼上山当了执行院长，根据当
地疾病谱选派的临床专家和护理团队也
一起上山，开展长期驻点帮扶。

“牵手”首月，井冈山市人民医院手
术人次增长 178 . 6%，井冈山市副市长

王克康感慨，患者被真正留在了基层。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公立医院

当主动作为。”在调研中发现、解决问题，
这一年，张伟围绕医联体、远程会诊开展
专题调研近 20 次……

“把患者留在基层，关键要让基层能接
得住。”围绕“强基层”，张伟掌舵的这家省
内龙头医院，2018年先后和 6家基层医院
建立紧密型医联体，30余个临床科室、280
余名副教授以上职称临床专家，给予全省
61家县级医院会诊指导，完成 550余例远
程疑难病例会诊，开展远程教学 240余次，
培训 2.7万人次基层医务人员。

让小康路上健康梦成真

江西省铜鼓县永宁镇小水村是深度
贫困村，也是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
定点帮扶村。全村 24 户贫困户，很多人

因病致贫。
“需要什么医生，就派什么科室。”

驻村工作队逐家逐户上门走访，患有
疝气的贫困户王贵山和普外科结对，
患有肾积水的贫困户阙作寒和泌尿外
科结对……患有慢阻肺的李锦荣，由
呼吸科党支部结对，曾任呼吸科主任
的张伟成了他的“保健医生”。

“健康扶贫就是要抢在大病的前
面。”如今在小水村，由医院职工捐款，
并争取其它配套资金，一个集疾病诊
疗、预防接种、健康科普等功能于一体
的现代化村级卫生室正在建设中。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在张伟看来，这已经成为医
务工作者新的努力方向。

“每个家庭逐梦小康的路上，都应
有健康保驾护航。”她说。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记者孙哲 、
于涛 )大年三十，面对着帕米尔高原
上的漫天风雪，参加完升旗仪式的拉
齐尼·巴依卡怀里揣上馕、挎上包，和
边防军人一道向大山深处走去。今年
春节他又行进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护
边路上。

今年 40 岁的拉齐尼·巴依卡是新疆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一名护边
员。那里位于帕米尔高原腹地，山区海拔
高，终年积雪，环境非常恶劣。在大山深
处分布着很多通往边境的山口，这些山
口就是护边巡逻的重点区域。

20 世纪 50 年代初，解放军要去
边关建立哨所，由于山路崎岖复杂，拉
齐尼·巴依卡的爷爷凯力迪别克·迪力
达尔成为当地第一位义务向导员，并
主动和边防军人一起护边。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父亲巴依卡·凯力迪别克继
续在红其拉甫边防连担任护边员，一
干就是 30 多年。

从 2005 年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开
始，拉齐尼·巴依卡便把护边当作自己的
终生事业，再也没有离开过雪山。他说：
“我们是不穿军装的边防卫士，我们会用
实际行动守护好祖国的边疆。”

过去近 70 年里，爷爷、父亲和他
一家三代护边员的巡逻足迹遍布这
里的每一块界碑、每一个山口、每一
道河沟。

护边员们每次巡逻靠骑牦牛或徒步
行进，拉齐尼·巴依卡和其他护边员出门
时都穿着厚棉衣。他说，山里面冬天大雪
纷飞、寒风刺骨；夏季常常“一日过四
季”，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一会儿下
冰雹，一会儿大晴天，如果天气好的话，
巡逻一次需要一个星期，遇上差天气，则
最起码半个月以上。

“护边是国家的事，也是牧民的事，
没有国家的边疆和平，哪有我们牧民的
幸福生活。”多年来，爷爷和父亲的教诲
深深地印在拉齐尼·巴依卡心里。

2018 年，作为护边员的拉齐尼·巴
依卡有了新身份——— 全国人大代表。为
了更好履行人大代表职责，拉齐尼·巴依
卡去了很多农牧区走访。他说：“我们那
里农牧民已全部住进安居富民房，每个
村都有了幼儿园，孩子们能享受到从幼
儿园到高中的 15 年免费教育。”

谈到护边员的生活变化，拉齐尼·巴
依卡说，10 多年前护边补贴一个月只有
150 元，现在每月 2600 元。有的牧民老
乡家里面有 2 个护边员，家里有了这个
稳定收入也实现了脱贫。此外，现在县里
所有护边员都享受到了国家惠民补贴、
草场补贴、社保医保等，人们生活都有了

极大改善。
一年下来，拉齐尼·巴依卡认为家

乡的生态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以前
这里有一些采矿场，灰尘特别大，很多
牧场也被破坏了。现在根据县委的要
求，矿场全都停产了，原来的采矿区都
种上了牧草。”

另外，2018 年他还参加了在北京、
四川、陕西等省市举办的观摩活动，与当
地的少数民族群众交流学习。拉齐尼·巴
依卡说，这让他进一步认识到 56 个民族
就是一家人，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
子，“我们互相介绍各自的民俗文化传
统，我还向大家表演了塔吉克族舞蹈，演

唱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拉齐尼·巴依卡说，现在祖国发展

日新月异，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也越来
越多，人们对生活都充满信心，“但我们
要居安思危，护边工作一天都不能放
松，我们每天坚持巡逻，保护好我们的
美好家园。”

这位代表，一家三代是帕米尔高原护边员
拉齐尼·巴依卡代表：“我们是不穿军装的边防卫士，我们会用实际行动守护好祖国的边疆”

▲拉齐尼·巴依卡（前左）来到鄯善县鄯善镇居民加帕尔·穆沙（前右）家中了解情况（2 月 14 日摄）。 新华社发（丁磊摄）

粗糙的双手、紫红的面庞，头上
戴着一顶塔吉克族特色毡帽，拉齐
尼·巴依卡总是露着一脸憨厚的笑
容。在这位不善言辞的牧民护边员身
上，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党和祖国的热
爱、对护边事业的执着。拉齐尼·巴依
卡一家三代护边员，在帕米尔高原上
戍卫边疆近 70 年。

不畏艰险、坚守信念。他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
忠诚。拉齐尼·巴依卡的家乡在新疆
边陲帕米尔高原腹地，当地平均海拔
超过 4000 米，边境线漫长，自然条件
十分恶劣。拉齐尼·巴依卡的护边职
责就是排查通往境外的各个山口、峡
谷，维护边境安全。

一处被称为“死亡之谷”的山口是
他巡逻的重点区域，雪崩、泥石流等自
然灾害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十几年来，
每次在“死亡之谷”巡逻，拉齐尼·巴依
卡和边防战士都会面对严峻考验。

一次，一名边防战士在巡逻中突
然滑入雪洞，周围冰雪不断塌陷。危
急时刻，拉齐尼·巴依卡迅速爬到雪
洞旁脱下衣服、打成结、做成绳子，花
了两个小时才将战士拉出来。战士得
救了，拉齐尼·巴依卡却被冻得不省
人事，被送到医院抢救才挽回了生
命。伤势刚好，他就立即回到护边队
伍当中。他说：“这辈子要一直做一名
不穿军装的边防战士。”

“我们一家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为
国戍边，义不容辞！”2018 年全国人大
代表拉齐尼·巴依卡在新疆团会议
上，用朴实而坚定的话语表达着对祖
国的热爱。“为国护边是我们家的荣
耀，爷爷和父亲走过的每条路我都走
过，而且我会一直走下去。”拉齐尼·巴
依卡坚定地说。（记者于涛、孙哲）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他们一家人

只做一件事

2019 年 3 月，记者即将第 6
次参加全国两会报道，在对全国
人大天津代表团这几年的跟踪采
访里，来自环保行业的包景岭和
温娟的履职故事，以及二人的师
承、交接关系，给记者留下了深刻
印象。

2014 年以来，随着京津冀协
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天津代
表团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其中，关
乎百姓“呼吸”的京津冀雾霾治理
等环保话题，更是“媒体大战”的
焦点。因此，业界有名的原天津市
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代表，成
为各路记者采访的重点。

采访中，包景岭说的一句话给
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治
理大气污染，我们必须一个百分点
一个百分点地寻找污染源并对其
控制，方方面面都应该考虑到，就
应该胡子眉毛一把抓。”这句生动
的直接引语被我用在了多篇关于
生态环境保护的文章里，更被多家
媒体直接提取出来作为标题。

在京津冀雾霾相对严重的几
年前，“怎样才能尽快见到蓝天白云？”这
是很多人提出的问题。然而，包景岭的
话，让记者深切了解到，生态环境改善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对环境的保护则必须
永不停歇、久久为功。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5 年、全
国人大代表 10 年来，包景岭提交
提案、建议、议案共计 100 多件，推
动了全国多项环保工作的进展。

2018 年，新一届全国人大代
表开始履职，作为包景岭学生的
温娟接替已经退休的老师，成为
天津代表团广受记者们关注的
“新焦点”。在当年的全国两会前
夕，记者在包景岭的办公室与包、
温二人同时交流，见证了两位代
表的“交接”。

温娟虽然年轻，但也许是在
环保工作的实践中练就了耐心，
她表现得非常沉稳，对环保工作
的长期性也有着深刻的认识。

“空气质量每提升一个百分
点，看似不多，但在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已经大幅下降的基础上，这
个提升是非常不易的，它意味着
有关部门更加努力的付出。这几
年，看到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
和力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我作
为环保工作者 ，深感自信与自
豪。”温娟说。

接过接力棒的温娟告诉记者，包景岭
不仅仅是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曾经的领
导，也是自己的人生导师，自己将不断向
老师学习，不断将“环保履职”推向纵深。

(记者李鲲)新华社天津电

师
承
﹃
交
接
﹄
久
久
为
功

●
●

医者仁心。与全国人大代表、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张伟
对话，她谈得最多的、思考最多的
是尽可能方便患者就诊，为患者
消除病痛、减轻医疗负担。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职工
作。无论是过去作为普通医生，
还是如今掌舵医院、履职全国人
大代表 ，穿上白大褂 3 0 多年
来，张伟始终耕耘在医疗一线，
日常带头接诊、查房、会诊、科
研……用她自己的话说，在一线
坚持望闻问切，自己就感觉很充
实；能尽自己所能为患者解除病
痛，是开心的事。话语之间透出
一名医生质朴的患者情怀和从医
初心。

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
想。从解决就诊排队难题，到提高
科室床位周转，从向患者手机推
送检验医疗报告，到调整绩效考
核减少耗材，张伟运用大数据进
行精细管理不断深挖内潜。她想
着的是不断提高医院的医疗卫生
服务质量，下大力气解决百姓看
病就医难题，让患者用更少的时间、花更
少的钱，早日达到消除病痛的预期效果。

她深知，那些从边远山村辗转而来
的患者，有的因病致贫，有的举债求医，
身体饱受病痛之苦，同时也为捉襟见肘

的医疗费用而心焦。舟车劳顿、
候诊食宿，患者在医院多待一
天，就意味着多一天花销，就增
一份负担。

把患者留在基层 ，把常
见病 、多发病 、慢性病留在基
层，患者自然就少花钱，这也
是 医 改 分 级 诊 疗 部 署 的 安
排。为此，她不遗余力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 。无偿援助
基层医院 ，无偿把医疗团队
送进贫困山区基层诊室 ，组
织骨干医生对接县级医院会
诊指导 ，开展远程教学培训
基层医务人员。

在她看来，作为省会城市
的大医院，在提升基层诊疗能
力上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只有大医院辐射带动更多
的基层医疗机构强起来，患者
才能真正留在基层，分级诊疗
才能落地落实。

人民代表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履职一年来，张伟走
出医院诊室，一次次踏访基层

医院调研，一次次走进贫困家庭问诊，
听民声、摸实情，解难题，一切只因患
者在心头。

(记者李兴文、高皓亮)
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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