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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梦璐）4月23日下午，市环保

局召开2018年度瑞安市环境监察工作会议。副

局长赵杰主持会议，各所（分局）正副职负责人、环

境监察大队全体工作人员、局机关有关科室负责

人参加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市纪监委第九纪检监

察组副组长林金戌参加。

会议部署了2018年瑞安市环境监察执法总

体思路和工作重点。今年，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工

作要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目标，实行精准执法、最

严执法、科学监管。今年的环境监察工作要打好

最严环保执法战、环保督查整改攻坚战，规范执法

提升战、深化改革攻坚战、“营商环境”提升战“五

大战役”。

林金戌对今年“营商环境提升年”活动中规范

执法检查相关文件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对与

会人员开展了党风廉政教育。各所（分局）负责人

也就在“营商环境提升年”中遇到的执法问题踊跃

提问，林金戌做详细解答。莘塍、开发区、安阳、陶

山等四个基层所负责人汇报了近期工作开展情况

和下步工作计划。

初入职场
用勤劳换工作经验

塘下的小熔炼业发展于上世纪80

年代，主要集中在前庄、八水、花园等

村，由于其能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对村

居环境和村民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

害。2003年起，塘下镇集中国土、规划

和环保等部门组成专项整治工作组，对

区域内的小熔炼业开展整治活动。

2004年8月，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郑聪明

被抽调到工作组，从此开启了“环保人”

的生涯。

“当时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强，我们

接到的举报也不多，由于小熔炼业的发

展时间久，给不少村民带来可观的收

入，村民反对取缔的声音很大。”郑聪明

说，而且小熔炼成本低、利润高、恢复生

产容易，因此屡禁不止，最多的时候达

上百家。不少小熔炼加工点白天不敢

作业，晚上偷偷生产，这也给执法行动

带来难度。

2004年底的一次执法行动让郑聪

明至今记忆深刻。当时，一行人来到塘

下镇花园村开展日常执法检查时，发现

一处非法小熔炼加工点。正当一行人

准备采取手段时，附近村民的情绪相当

激动，现场部分保安因此受伤。这件事

情给刚入职不久的郑聪明带来很大冲

击，“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不管碰到多大

阻力，一定要尽全力做好小熔炼整治这

件事。”郑聪明说。

往后的日子里，郑聪明一边加大日

常巡查力度一边积累工作经验，在小熔

炼综合整治工作组的一年多锻炼时间，

让他逐渐了解环保事业，也为他今后的

工作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揪”出温州首例环境
在线监测数据造假案件

2005年至2011年，郑聪明任职飞

云环保所。在基层站所任职期间，他开

始从事环境污染查处、污染纠纷调解、

企业日常检查等事务，久而久之，环保

早已不像工作，更像是他的兴趣爱好，

占据了生活的一大部分。

2012年，郑聪明进入市环保局审

批科工作。企业哪个生产排污环节出

问题，哪项生产工艺不过关，或环评手

续不齐全，都逃不出他的法眼。

看似简单的背后，却是辛苦付出。

早在大学期间，郑聪明就打下深厚的理

论基础，入职后，他又购买大量环保相

关书籍，工作之余时常翻阅学习。

2014年至2016年，郑聪明来到市

环境监察大队工作，期间，他与同事们

“揪”出温州市首例污染源在线监测数

据造假案件。

“我们在一次突击专项检查中，发

现某化工企业的在线监测数据有‘猫

腻’。”郑聪明说，该企业从事有机颜料

及助剂制造，日常该企业标准排放口排

放的污染物在线监测值显示表面看是

正常，但对在线监测数据与每周的现场

采样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存在异

常，于是组织人员对该企业进行了夜间

专项检查，发现该企业在线监测设备未

从标准排放口取样,而取自于外置的盛

矿泉水的塑料瓶,在线监测数据造假。

最后，该企业负责人接受相关行政处罚

并移送公安机关。

此外，在环境监察大队任职期间，

郑聪明还制定了市环境污染现场查封、

扣压规范与限产、停产工作流程等一系

列工作方案，侦办全市环境犯罪60余

起，2015年，市环境监察大队被温州市

环保局评为打击环境犯罪先进集体。

重回塘下
面临全新任务与挑战

2016年10月，郑聪明又回到了塘

下，担任环保塘下分局副局长，分管塘

下办事处、罗凤办事处的环保事务，“忙

碌”成了郑聪明的代名词。

“微信运动步数日均10000步不在

话下。”郑聪明打趣道。众所周知，我市

在全省33个省控、市控劣Ⅴ类水质断面

任务数中占6个，且温州唯一的省控站

位就在塘下。去年“剿劣”期间，郑聪明

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细致排查排

污口、查找河水污染源，对每个排放口进

行分析，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管等成了

郑聪明等塘下“环保人”的工作重心，同

时大力推进铁拳护水行动，查处大量的

环保案件，使环保工作深入人心。

如今在塘下，洗铜砂和冲天炉非

法加工点已难觅其踪，这离不开郑聪

明等塘下“环保人”的努力。洗铜砂和

冲天炉非法加工在塘下已有30年之

久，整治难度大。为全面整治洗铜砂

和冲天炉非法加工点，他们采用“三步

走”战略法，首先利用夜间突击检查取

缔部分非法加工点并移送公安机关，

震慑其它非法加工点人员。随后，加

大执法力度，全力做好24小时“全天

候、无缝隙”环境监管执法，最后强制

拆除 10多家非法加工点。2017年 6

月底前，塘下洗铜砂、冲天炉非法加工

点被全部取缔。

在今年的环保督政期间，郑聪明

连续工作42天，5天加夜班没有回家，

用辛勤汗水让塘下镇的信访案件处理

工作交出满意答卷。6月份他代表环

保部参加京津冀大气强化督查，温州

督查组8人更是不辞辛苦，在唐山市连

续奋战15天，为改善大气质量贡献力

量。

【环境保护】

生活中与人为善，岗位上“拼命三郎”

郑聪明：让环保工作成为兴趣爱好
■记者苏梦璐

在同事的眼里，他为人和善，在工作岗位上，他是“拼命三郎”，做

事有一股认真劲。14年来，他一直在环保战线上努力工作，从一名普

通工作人员逐步成长为素质过硬的基层一线监察人员。2015年查处

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温州市第一起在线监测数据造假案件，多次获得

温州市环保执法能手称号，连续3年被市环保局评为先进个人……他

就是市环保局塘下分局副局长郑聪明。

近日，生态环境部通报了2017年环境执法大练兵中50个表现

突出集体和100名个人，郑聪明成为温州市唯一一个受到表彰的个

人。对此，他谦虚地说：“我做的都是该做的事。”

市环保局
召开2018年度
环境监察工作会议

郑聪明在查封生产设备郑聪明在查封生产设备

春天里，草长莺飞，最是好风景。

站在商贸城俯瞰陶山，这座因南朝道学

家陶弘景而闻名的甘蔗之乡——阡陌

碧野，汩汩溪水，美不胜收。

望着新落成在花园底村的商贸城，

村支书张庆标十分自豪。“花园底村已

发展成陶山当仁不让的经济强村，商贸

城还将建起多领域一体化的陶山商圈，

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增加 500 万元收

入。”

然而，在陶山镇党委、政府领导眼

里，绿水青山要换来金山银山，几个村

富裕，是远远不够的。镇党委书记陈阿

朋说，陶山地处中西部山区，84个行政

村中省定薄弱村62个，每三个村中有

两个需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消薄”

任务艰巨。

“让强村带动弱村、抱团互助项目

共建。”陈阿朋说，以花园底村为例，今

年起每年出资30万元帮扶15个经济薄

弱村，每个薄弱村流转机动田或林地给

花园底村，由其进行重新整合规划，形

成规模种植。薄弱村将帮扶资金作为

本村薄弱转化项目的启动资金。

党建引领，不断掀起基层干事创业

热潮。记者在陶山镇洲前村、沙洲村、

洲后村看到一块块豆腐块似的“水田”，

这是早年部分田地的沙土用于烧砖所

致。这些“水田”零散分布，不能用作正

常的种植，长期荒废。镇党委牵头成立

沙洲党建联盟，发动基层干部，将零散

的“水田”流转过来，入驻规模养殖户。

目前，三村整合发展成“千亩养虾基

地”，一节节对虾个头健壮、肥硕，市场

销量良好。此举每年至少为村集体带

来20万元收入。

田畴织锦绣，沃野好风光，陶山瓯

窑、农耕文化美名乡里。然而，以此闻

名的郑宅村、荣祥村集体经济一度空

白。陶山镇统筹融合文化、旅游等多

个行业，打造“文化+”实体经济产业。

如今，瓯窑小镇项目已由在海内外极

具影响力的一家陶艺公司入驻，项目

建成后将有效提高郑宅及周边村庄经

济收入；荣祥农耕文化示范基地连线3

个村争创集农耕体验、大学生实践、红

色旅游、休闲垂钓等为一体的3A级景

区村，吸引数万学子前来实践……这

些都成为陶山镇抓住机遇发展文化融

合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注

解。

政策下乡，“一村一策”制定盘活计

划。陶山镇对16个薄弱村中现有的闲

置土地、废弃厂房等20处低效资产进

行“腾笼换鸟”，改建成停车场、工业仓

库等商业资产，共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60余万；村企结对，引进乡贤帮扶。

“大数据+”布网助阵，为发展“增肌造

血”等。目前，陶山已完成三成村庄的

“消薄”任务。

“‘蔗’里陶山不应只有美蔗闻名，

我们还为本地创业创新人才量身定制

政策，请来更多的人才，带来技术、知

识、人脉、资本和热情的情怀，让农民更

有话语权，让农村再度热闹，让乡亲们

的生活甜如甘蔗。”陈阿朋说。

一幅幅恬静安详的田园画面和着

“乡村振兴”的号角，在“蔗”里铺展开

来。

“应试能力也是一种素质”，相信大部分人尤其对

教师来说并不陌生。一旦有人质疑应试考试时，总会

听到这句话，言下之意是，我们现在所搞的“应试”其实

也是在培养学生的一种素质，搞素质教育是不排斥应

试的。言之凿凿，让人不可辩驳。

“应试能力也是一种素质”这命题能否成立呢？如

果它成立，那么，无疑给现在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以充

足的理由继续下去；如果不成立，那又如何理解？事实

上，我们在讨论这问题时，仅仅关注了“考试的形式，而

没有重视考试的内容和方式。而从某个角度来说，内

容和方式比考试形式本身重要得多。下面的例子就很

能说明问题。

德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是德国人的力

量，英国的小学教科书则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的功

劳。如果让两国小学生同做一道题，德国的标准答案

是德国人，英国的标准答案是英国人——最终两国学

生的考试成绩都是100分。但我们能不能说这也是一

种能力、一种素质呢？恐怕不能吧。因为学生在应试

过程中做的，只不过是把书本的结论拷贝到试卷上而

已。现在，我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考试这种形式的结果

（分数），对于考什么，怎么考，并不怎么重视，学生在应

试时，只要学生把老师或教材上的结论背上去就行

了。所以，这种考试能力是不能称之为素质的。

那么，怎样的试题才能有效地测出学生的素质呢？

英国哲学家罗素针对上文提到的两国教科书的例子说，

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让孩子们念就行。他想

告诉我们，让孩子们去找充分的事实和论据，再让他们

自行去发现、分析、判断、下结论——教育更应该关注过

程而非结论。在这个应试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和能力

都得到锻炼和提高，最终的结果也一定能够反映学生的

素质。这样的“应试”能力测出来的才是素质，才是能

力，这种“应试”才是我们所提倡的。由此可见，多年以

来，人们之所以对应试教育多有诟病，很可能不是对“应

试”本身，而是考试的内容，扼杀了孩子们的独立思考和

创造能力——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此，架空考试的内容去谈“应试是不是一种素

质”，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考试不应该取消，也是不能

取消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对考试的内容和方式进行

改革，使考试回到它最原始也最主要的功能——检测

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使之能最大限度测出学生的素质，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在考试上附带强烈的功利色彩。如

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应试是不是一种素质”就不

应该成为一个问题，那时，很可能应试教育也就是素质

教育了。

陶山镇三部曲促三成村庄“消薄”

“蔗”里乡村气象新
也谈“应试”能力
是一种素质

■张天梁

本报讯（记者 项乐茹）昨日，市政

务服务热线中心、市社会服务中心发

布公告，为优化瑞安市12345政务服

务热线和81890000社会服务热线系

统功能，提升服务效率，满足广大市民

的需求，这两条热线将于今日晚19时

至22时进行系统升级。

系统升级期间，可能导致这两条

服务热线业务中断，广大市民很有可

能打不进电话，由此带来不便，敬请市

民谅解。

■首席记者夏盈瑜通讯员王少华

昨日，瑞安中西部山区最大的综合体项目——陶山镇花园商贸

城举行招商仪式，它将成为经济强村帮扶薄弱村的一个平台，对外提

供300多个招商商铺，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增收。这是今年陶山镇通

过“党建引领、抱团互助、多方借力”三部曲，提前攻下三成村庄“消薄”

任务的重要举措之一。

今晚17时至22时

我市12345和81890000热线将暂停服务

昨日，陶山镇花园商贸城举行招商仪式。该项目坐落于陶山镇花园底村，2015年9月开
工，今年1月完工，总投资8000多万元，占地29.8亩，面积21700平方米，预计2018年底正
式开始营业，每年将为村集体增加500万元收入。 （记者庄颖昶）

云江涛声
RUI B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