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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景黄高铁全线进入
静态验收阶段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晖）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

有限公司了解到，6 月 8 日起，昌景黄高铁全线进入静态验收

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奠定重要基础。

铁路部门介绍，静态验收是新建铁路工程竣工验收的重

要环节，是对铁路工程建设质量、设备安装调试质量进行的一

次全面“体检”，是判定工程质量是否合格、确定工程能否按期

投入运营的关键程序。“此次静态验收将于今年 7 月完成全部

项目，静态验收结束后，还将进行动态检测、联调联试及运行

试验等工作，为全线开通运营做好准备。”昌九城际铁路公司

工程管理部副部长周黄清介绍。

昌景黄高铁全长 289.9 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景德镇、

浮梁、乐平、余干、鄱阳等地不通时速 350 公里高铁的历史，形

成江西连通长三角的又一条高铁大动脉。

勤廉文化从娃娃抓起
本报石城讯 （通讯员赖平登、黄华、邓邵）近日，石城县横

江镇党委、纪委联合当地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在太雷县苏维埃

政府旧址廉政馆，开展“勤廉文化从娃娃抓起”活动。

活动现场，当地纪检干部带领小朋友们参观太雷县苏维

埃政府旧址廉政馆和团史馆，观看廉洁视频《秘密金库》，同时

开展画廉洁海报、制作廉洁主题手抄报等系列活动，旨在通过

寓教于乐的活动，使孩子们感受到苏区的勤廉精神。据了解，

横江镇依托当地红色资源优势，将传承红色基因与推进勤廉

文化建设相结合，通过建设历史纪念馆、拍摄廉政纪录片、开

设“太雷讲坛”等方式，大力宣传革命先辈的感人事迹，积极探

索打造特色廉政教育品牌，使大家在感悟历史分量、弘扬红色

精神的同时，接受廉洁文化的感召和洗礼。

赣鄱因你更美，你因江西添彩。

今年初，省生态环境厅、省直机关工委、省教育

厅、团省委、中国环境报社、江西日报社、江西广播电

视台联合开展寻找“2023 江西最美环保人”活动。经

推选公示，日前，李冰、吴新胜、杨博、陈化先、徐自奋、

陈水平、赖丽琳、简秋平、刘永轩 9 人，在我省 2023 年

六五环境日省级主场活动中被表彰为“2023 江西最

美环保人”。

他们中，有常年奋战在生态环境执法一线的“老

兵”，也有一直热心环保事业的志愿者，还有笔耕不辍

记录赣鄱生态之美的媒体记者。让我们一同走近这

个最美群体，感知他们身体力行守护江西绿水青山的

故事。

碧水蓝天净土的坚强卫士

2018 年，简秋平从海军部队转业回乡，进入安义

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作为非专业人员，他以“当兵不

习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的理念

严格要求自己，迅速成长为执法骨干力量。2021 年 2
月，他接到群众举报：某公司雨水排放口排放出异常

水样。经排查核实，简秋平和同事依法对该公司的环

境违法行为立案处罚，同时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

序。在他的努力下，该公司同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费

用 2.1 万元，并签订生态环境损害协议。经法院审理

裁定确认，安义县首次完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程

序的全过程。目前，简秋平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 7 件，磋商成功 7 件，赔偿金额 1213.85 万元，为倒逼

企业守法经营常态化奠定了基础。

说起新余市污染防治中心分宜中心主任陈水平，

水污染防治少不了他的功劳。2017 年，新余市开展

仙女湖“保家行动”。作为分宜县“保家行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陈水平把专业所学运用到生态

环保具体实践中，忘我工作，积极配合调度相关部

门。功夫不负有心人，全县原禁养区的 2365 家畜禽

养殖场全部关停，可限养区内原有的 546 家畜禽养殖

场关停 491 家，其余皆完成生态化改造并通过验收，

全县 824 座山塘水库全部退出承包养殖，山塘水库水

质得到明显改善。

同样在污染防治攻坚上作出突出贡献的还有 34
岁的赖丽琳。赖丽琳在石城县生态环境局先后任秘

书股、大气兼水股负责人和污染防治股负责人，被大

家亲切地称为“水姑娘”。“水姑娘”始终保持巾帼不让

须眉的气概，以“护一流生态、创一流业绩”为座右铭，

干一行、精一行、爱一行。不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

下雨，为排查污染，她时常跋山涉水、徒步行走两三个

小时，遇到灌木丛生，便用镰刀开路。为排查某断面

数据异常原因，她曾冒着严寒霜冻，在农户家寄宿，紧

盯整改进展，直到数据正常。2020 至 2022 年，石城县

水环境质量保持在全省前十、赣州市前三，大气环境

质量也稳中有进。

2022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公开发布 10 个工作创

新性强、经营主体反馈好的典型经验案例，其中，由杨

博负责的《帮企修复信用 激发市场活力》案例成功入

选。在宜春，部分企业直到在市场准入、行政许可、融

资贷款等方面受限后，才惊觉环境信用的重要性。对

于这些企业，怎么办？2020 年，时任宜春市生态环境

局综合科负责人的杨博，开始革新谋变。他组织各县

（市、区）生态环境局，对近 3 年因环境问题受到行政

处罚的企业进行梳理并逐类施策：对被处罚的企业，

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一并告知企业相关信

用修复政策及修复流程；对提出环境信用修复申请的

企业，第一时间核实其整改情况。为让企业少跑路，

由之前失信企业现场提交环境信用修复材料，转变为

通过网络发送相关材料，实现了环境信用修复从“跑

多次”向“跑零次”的转变，受到企业欢迎。

余干县生态环境局监测技术中心主任吴新胜，则

是一名坚守在环境监测一线的基层工作者。在不少

人眼中，他的工作颇为体面——在实验室捣鼓各种仪

器，不用风吹雨淋。但实际上，环境监测工作容不得

丝毫马虎。余干县占鄱阳湖水域面积 20%，为掌握鄱

阳湖水质，吴新胜经常到鄱阳湖开展水质采样，不论

是风平浪静还是风浪骤起，他都坚持上船，这一采就

是 10 年。在吴新胜和同事的努力下，2022 年，鄱阳湖

余干湖区总磷浓度达到历史最低水平，长江江豚在余

干湖区跃出水面嬉戏已成常态。

不待扬鞭自奋蹄

9 名“最美环保人”中，有 4 名同志不是来自生态

环境系统，却都以自己的方式，为赣鄱大地天更蓝、水

更碧、山更青贡献了力量。

拿“不待扬鞭自奋蹄”来形容徐自奋这头“老黄

牛”颇为贴切。作为有着 38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徐

自奋自 2013 年从部队转业至省人大环资委以来，一

直以饱满热忱、务实作风开展生态环保监督工作。他

主动承担起“省人大生态环境监督系统”的日常管理

工作，及时转办督办、跟踪回访环境问题，目前收到的

1200 多个问题，已办结 1190 多个。前两年，南昌市二

七北路的一处垃圾站，由于每日 24 小时运行产生噪

音和环境污染，遭周边群众投诉。受理投诉后，徐自

奋与有关职能部门一道，多次赴现场调解矛盾，向群

众讲明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对垃圾站提出整改意

见，使该问题得到解决。他坚持问题不解决不撒手、

解决不彻底不放过。一年多来，他还对 1160 多个投

诉人回访，主动添加 600 多个投诉人的微信，促成一

大批问题彻底解决。

江西日报社政法科教部副主任陈化先，是 9 名

“最美环保人”中的媒体代表。早在 2012 年，他就与

生态环境报道结缘。当年，《江西日报》创办“党报帮

你办”栏目，作为栏目记者的他，多次聚焦生态环境领

域开展调查报道。2014 年，一名群众向他反映，上高

县徐家渡镇有个地下屠宰场，专门屠宰病死猪。他只

身赴该镇取证，拍下不法分子屠宰画面。最终，报道

推动当地政府部门封存病死猪肉，拆除非法屠宰场。

近年来，他聚焦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典型经验，从流域

横向补偿到稀土尾水治理，从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百日攻坚”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撰写了一批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作品，发出了我省高标准打

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好声音。

共青团南昌市委志愿服务和社会联络部部长李

冰，则通过志愿服务，把青春写在了江西的绿水青山

间。他连续十年带领青年志愿者开展各类植树护绿

活动，在鄱阳湖沿岸、新建区南矶乡等地开展青少年

植树行动，累计种下泡桐、桂花、香樟、茶花等各类树

苗 6500 余棵。不仅是植绿，为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

增强可持续发展理念，17 年来，他累计组织 5.28 万人

次参与巡河净滩、节能减排、垃圾分类、农村生态环境

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先后发起并打造了“青清”行

动、“生态南昌 青春青城”行动等生态环保品牌项目，

让生态文明的理念薪火相传。

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刘永轩

从陕西来到江西，扎根红土地，为我省生态环境保护

事业不断添砖加瓦。作为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专

家库首批专家，他先后向省政府、省人大和省直部门

提交多个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意见建议，相关事项

被采纳并写入省级文件。在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工

作的 13年中，他先后主持开展 3个我省承接的全球环

境基金示范项目，为 150 余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办理提供技术指导，有力推动了我省

固体废物管理能力提升。

赣鄱因你更美
——“2023江西最美环保人”的故事

本报全媒体记者 卞 晔 实习生 曹锦婷

6 月 7 日，在宁都县竹笮乡蔬菜育苗中心，工作人员正在

查看辣椒苗生长情况。近年来，该县加快发展设施农业、智慧

农业，推动农业朝产业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