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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作是一份荣耀的事业，不可
计较付出与回报。”在马青看来，环保人
是“战士”，为荣誉而战。为了这份责任，
马青以满腔热情奔走在环境监察一线。

从2010年5月进入甘肃兰州市环境
监察局工作，担任监察三科副科长的马
青，逐渐成为兰州市环保系统的“名人”。
她深钻业务，紧盯产污节点，严把“污染关
口”，在污染面前铁面无私，与环保人一起
共同守护着兰州300多万人脚下的这片
土地、呼吸的空气、头顶的蓝天。

爬高摸低搞监察

兰州市地处黄河河谷地带，南北群
山环抱，污染物不易扩散，重度污染天气
一度多发。因为兰州市曾被列入全国污
染排行榜，上大学时马青因此遭到同学
的调侃。大学毕业后马青选择回到家
乡，投身环保事业。

“要想监察好企业，必须先做学生，向
监察对象“学习”，只有比“老师”厉害了才
能查清楚。”这是入职时领导说的第一句
话。从此，学习成为马青一直坚持的事。

环境监察执法需要对相关法律条款非
常清楚，马青就将常用的法律法规单独整
理出来，随身携带。监察中涉及什么行业，
她就买来什么行业的专业书籍。看书学、
上网学、向同事学，要求自己成为行业专家，
不仅知道生产工序，还要知道产污节点。

为了弄清楚企业错综复杂的管网，
马青结合驻厂监察实践和书本理论知
识，画出了工厂管线循环图，将可能产生
污染物的环节提前标注出来，重点监察，
将传统的单纯对最终排污口监察向对整
个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监察转变。为核算
清楚企业排污量，她经常用化学方程式
演算，用原料投入算产量再算排污量，核
实企业上报数据，让企业心服口服。

“从事环保事业，我感觉全身都充满
热情，有时候发现一个人的能量是无穷尽
的。”马青说，她在环境监察的道路上不断

释放自己的潜能，越走越自信。驻厂监察
6年，马青逐渐熟悉企业工况，对每个产污
节点如数家珍。企业领导称赞她，“你对
企业工况比我们的专工还清楚”。

死磕到底“铁娘子”

环境监察被视为环保“城管”，相关
单位可能因污染问题面临整改、罚款、甚
至停工停产，因此，环境监察人员一般不
受监察对象的欢迎。

为准确掌握企业排污信息，马青和
同事对企业开展不定时检查，一旦发现
排污发生变化，立即要求企业变更登
记。“在深入企业检查时，遭遇另眼相看、
冷嘲热讽是常事，有时还会听到‘你收的
排污费再多也装不进自己的口袋，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算了’。”马青说。正是坚
持“对企业的任何环保违法行为绝对不
留任何余地”，她被说成“年纪轻轻这么
教条、死板、不灵活……”

马青告诉记者，她去企业检查喝的

水都是自己带的。“我觉得这样说起话来
腰板直、底气足，才能对查出的问题一探
到底。”同时，每一次检查，她都带着上一
次检查的记录，对问题复查，再检查是否
有新的问题，咬住不放、死磕到底，直至
污染问题彻底解决。

环保事业是关乎生命的事业，也是
关乎未来的事业。在马青看来，环保是
一个人影响一个人，一个人带动一群人
的事业。她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和
带动新同事永远保持进入环保行业的初
心，牢记最初的那份激动和豪情壮志，坚
持“绝对底气”进行环境监察，带领“90
后”、“00后”风清气正地干好环保工作。

面对这样一个抓不到把柄又铁面无
私的“铁娘子”，企业开始正视环保问题，
再后来，企业会主动向监察人员请教环保
法律问题，遇到找不到原因的环保问题还
主动请马青帮助解决，并主动配合环保检
查。马青认为，说服企业，哪怕让企业少
向环境排放1毫克污染物，环境质量也能
好一点儿，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为了“兰州蓝”

“兰州今日空气质量：优，PM2.5：18，
PM10：44……”查看兰州市空气质量，是马青
每天早晨睡醒的第一件事。截至6月23
日，兰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同期改善率19.1%，
位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十位，北方城市
年排名第一。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
意味着“兰州蓝”的成果在持续巩固。

经历过重度污染天气的兰州人都知
道，“兰州蓝”来之不易。那些年，每一位市
民都参与了“兰州蓝”的创建，每一名公职
人员都像高考一样冲刺过蓝天天数。从小
生长在西固区的一位兰州市居民回忆，以
前人们调侃天气是“坐公交时，闭着眼睛
靠鼻子闻着味儿就知道到哪一站了”。

为改变这种局面，马青和她的同事
们见过无数个凌晨三四点钟的兰州，在
办公室度过几个大年三十……她说，“把
工作当成一份事业、一种情怀、一种荣
耀，就一点儿不觉得辛苦”。

正是像马青一样的环保人把工作干
成了事业，扑在环境监察一线，毫厘必究
降污染，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来之不易
的“兰州蓝”。

数据显示，2013 年以来，兰州市空
气质量逐年改善，2018 年标准状况下的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12 天，考核优
良天数比率 69.8%，较 2013 年提高了
17.5 个百分点，完成国家“大气十条”第
一阶段终期考核指标和甘肃省政府年度
考核目标，消除了人为因素导致的重度
及以上污染天气，PM10、PM2.5 两项颗粒
物浓度连续7年下降。

因工作突出，马青曾被原国家环保
部环境监察局授予“全国排污费征收先
进个人”称号；先后五次在兰州市公务员
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记三等
功一次；2019年6月25日，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授予马青等全国“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称号。

毫 厘 必 究 的 蓝 天 卫 士
——记甘肃兰州市环境监察局监察三科副科长马青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李 丽

马青在研究业务资料。 王锦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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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挖掘”能手
本报记者 梁剑箫

退休后的他用 3 个“爱心十
年计划”，多方传递着温暖和力
量，照亮着一个个特困学子、重病
患者的前行之路。他是国家税务
总局湖南娄底涟源市税务局退休
干部肖光盛，一位把扶贫助困作
为己任的人。

1991 年 6 月，肖光盛从涟源
市税务局退休后，每天享受着绘
画、种花、拍照、练字的清闲惬意
生活。然而，一次经历让肖光盛
改变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28年前的冬天，肖光盛来到
一个偏远山村看望一位 70 多岁
的老朋友，见面后得知朋友的儿
子一年前不幸身亡，儿媳远走他
乡，留下一对幼孙与身体有病的
他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艰苦，肖光
盛的心一下紧了，当即从身上掏
出仅有的500元钱给了老朋友。

回到家里后，肖光盛彻夜难
眠，心里反复琢磨着应该如何为
弱势群众解困？直到天亮，一个
大胆的帮扶计划在他脑海里形成
——用 10 年，发动 10 万人献爱
心，募捐100万元善款，帮扶100
名亟待帮助的人。

有了想法后，肖光盛开始走
街串户，多方了解附近的贫困人
员，逐一登记信息，并在实地调查后给予帮扶。他深入到涟
源市20个乡镇、办事处的近100个贫困村，挨村挨户摸底，
摸出100多户亟需帮助的特困户。

爱心总是被感染传递着。当每个人翻开肖光盛的《爱
心花名册》时，都会被那一笔笔记录在册的爱心捐款所感
动。越来越多的干部、教师、职工、企业家和离退休人员加
入到肖光盛的“爱心团队”，肖光盛也在2005年圆满完成了
他的第一个“爱心十年计划”：共发动 11万余人，累计募捐
101.2万元，帮扶108位亟需救助的特困户。2009年，在众
人携手努力下，肖光盛的第 2个“爱心十年计划”也圆满完
成：发动30万余人，累计募捐300万元，帮扶300位亟需救
助人员。2014年 5月，他的第 3个“爱心十年计划”提前完
成。截至目前，28年来，肖光盛已发动近100万爱心人士，
凝聚成一股向善向上的力量。

自2008年起，肖光盛的助学模式已从“普遍助”转向到
“精准助”，重点扶持家庭特困、品德特好、成绩特好的“三
特”学生。

据了解，肖光盛帮助的641位贫困学生中，有254人考
上大学，其中 121 人是孤儿。让肖光盛尤为自豪的是，有
10名孤儿成为硕士生和博士生。

肖光盛的事迹被披露后，他于 2007 年和 2017 年两次
入选中国好人榜，先后荣获 2014感动湖南获奖人物、湖南
省“金牌志（义）工”、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等荣誉。

金融数据挖掘，是一个融合金融和数据挖掘的交叉学
科。当前，在这一领域搞科研的人中，有计算机研究者，也
不乏金融工程学者。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敖翔，就是这一领域的一位计算机研究者。

“计算机研究者更加侧重利用数据，特别是文本、行为
等以往并未被很好利用的新兴数据。研究设计复杂的智能
算法来分析数据；而金融工程学者则更擅长从金融业务出
发，研究哪些数据对某个应用有直接影响，显著性如何，等
等。”在敖翔看来，这两类研究相辅相成，协同发展。多年
来，敖翔一直将精力和感情倾注在金融数据挖掘的学术研
究之中，取得了不少成果。

2015年，敖翔博士毕业，留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当年底，他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合作，
研究如何发现违规交易行为证据。“这个项目，开始因为我
不是很了解金融业务，进展不太顺利。后来通过学习了一
些业务知识，最终设计出非常快速的并行挖掘算法。”敖翔
说，他和团队成员将计算时间的级别从“天级”缩短到“秒
级”，大幅加速了计算时间。此后，这一算法在很多场合使
用。

学术研究过程中，敖翔感觉最快乐的，莫过于设计的计
算机算法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发挥了切实功用。

2017年底，敖翔和某金融机构合作一个金融舆情情感
分析项目，研究财经新闻里是否可能蕴含公司债违约风险
的算法。这个算法，受到了人工智能国际顶级会议的关注，
还于 2018年部署在某公司智慧债券的一款产品中。“相当
于在原产品的风险评级模型里加入了领先因子，大幅提升
了预警准确率和提前预警的时间窗口。”后来，那款债券产
品成功拉升了市场占有率，国内一些银行、券商和保险公司
都开始使用。

“我们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最希望的就是论文里的算法
能够落地，有实际贡献。”敖翔说，一个好的算法，不是追求
模型的过于复杂，而是在实际场景中能用、好用、易用，这也
是他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随着研究日益深入，敖翔也逐渐发现金融数据挖掘领
域的纠结之处。在他看来，金融领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
统行业，这一行业积累了非常优秀的行业规则和专家经验
等。然而，人工智能和金融数据的结合方法，目前主要集中
于通过输入原始数据，让数学模型自动提取特征并判别任
务，“这其实在金融行业并不完全适用”。敖翔认为，这种模
式缺乏可解释性，难以辅助金融决策，而且不利于行业知识
长期累积。如果要解决这一瓶颈，需将金融行业知识和深
度学习方法巧妙结合，找到创新点。

如今，敖翔已在数据挖掘、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顶级期
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CCF—腾讯犀牛鸟科研基金、蚂蚁金服安全专项科研基金
等近10个项目。

未来，敖翔的最大愿望，是围绕金融监管领域，为国家
金融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绝大多数人的认识里，90 岁高龄
的老人早该在家颐养天年。然而，在江
西南昌有这样一位老人，鲐背之年的她
依然活跃在一线，坚持志愿服务。她就
是章金媛。

章金媛1929年生于南昌县，1948年
毕业于江西省高级护士学校，2003年获
第39届南丁格尔奖章。

从一名普通护士到江西首位南丁格
尔奖章获得者，从医院护理工作者到走
进千家万户的志愿者，从组建 17人的志
愿团队到带领万余志愿者，章金媛爱心
奉献团获得了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总
队“志愿服务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这
一路，章金媛老人不断奋斗，不断前进，
用心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为信念放弃安逸生活

74 年前，章金媛进入江西省高级护
士学校学习护理知识。“护士看起来亲
切，慈爱，有一种特别的美。”从此，章金
媛与护士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章金媛早年从江西迁居香港，和丈
夫一起过着安逸富裕的生活。新中国成
立后，她得知中国内地的护士资源十分
匮乏，便说服丈夫放弃香港优越的条件，
带着年仅 6 个月的儿子回到家乡，来到
南昌第一医院工作。此后，她再也没有
离开过护理工作。

在很多人眼里，护理工作没有什么
创新性。但章金媛却不认同，她总是用
心钻研，摸索发现新的护理规律。每天
晨间在给病人换床单、被罩的时候，她发
现病人会忍着病痛躲到门外。原来，他
们是为了避开换被套时扬起的灰尘。于
是，章金媛开始在家反复练习铺床换拆
技巧，最终研究出“节力铺床法”“内折叠
拆铺床法”等，她用统计学得出结论：使
用“内折叠拆铺床法”扬起的灰尘，比使
用普通方法减少了55.2%。

像这样的临床发明，章金媛有 30多
项。她在不断发明的同时，还鼓励年轻
人勇敢去创新。退休后，章金媛指导年
轻护士成功设计出“三位一体开瓶器”，
既省时间，又便于安全操作。此外，输液
尿湿报警器、移动背负输液架等也出自
她的想法，她的巡回护理制等理论还被
选入教科书，“S”型铺床法更成为医学院
护士入门学习的第一课。

对于护理这份职业，章金媛无比珍
惜。她认为要做好护理工作，就要像南
丁格尔那样，不怕脏、不怕累，对处在病
痛中的患者，应无私奉献。

开启人生新征程

“让护理走向社区、走向群众，让老
百姓人人懂护理家家会护理。”这是章金
媛坚守的初心。1991 年，章金媛退休
的日子，变成了她人生的新起点。

通过与百姓交流，章金媛认识到，建
设一个人人可学、时时能学、处处有学的
平台对让护理走向群众、走向基层非常
重要。经过前期实践和筹备，2000 年，
章金媛带领 16名退休护士成立了“江西
红十字志愿护理服务中心”。

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居民们不
信任，甚至不让进门……刚开始，这支团
队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没
钱又没房，起初我们是在露天帮助群众
做护理的。后来在相关医院的支持下，
我们有了做护理服务工作的地方，真的
很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时，17
位年龄相仿的护士奶奶，背着药箱、挤公
交、爬楼梯，无偿为社区居民提供护理
服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 年，章金媛
获得第 39届南丁格尔奖章，成为江西首
位南丁格尔奖章的获得者。“这份沉甸甸
的荣誉，让我更加坚定对志愿护理服务

的信念。”章金媛说。
相比自己获得的殊荣，最令章金媛

感到自豪的，就是由她倡议发起的“中国
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于2007年
7 月 17 日在北京成立。自此，中国南丁
格尔志愿护理服务在世界文明上有了中
国力量。

此后，章金媛还创建了“南丁格尔居
家养老志愿服务队”，为 35 位独居老人
服务并关怀护理；2010 年，成立了南昌
市南丁格尔志愿服务团，在上百个社区
楼栋设置“楼层志愿者”，为重病老人们
建立健康档案，普及健康教育和科普保
健知识；2014 年创立章金媛爱心奉献
团，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健康体检、理疗
保健以及传授急救知识等服务。

2017 年，章金媛被聘请为中国“南
丁格尔”志愿护理总队名誉理事长，同时
获得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总队“志愿
服务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坚持奉献到100岁

截至去年底，章金媛爱心奉献团已
经发展成为拥有11700多名志愿者的队
伍，设立了 14个居家养老志愿服务示范
点，覆盖 350 个社区。面对不断扩大的
队伍，章金媛却还觉得不够。“我们的宣
传还不够，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有可以免
费提供护理服务的地方。”说这话的章金
媛神情有些着急，“真心希望可以让更多

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如今已 90 岁高龄的章金媛老人依

旧很忙，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医院、社
区、山区、学校……她的身影总是出现在
医疗护理最前线。“我现在是‘90 后’，正
当壮年，身体还不错，还有很多人需要我
的帮助。”谈起日后的工作计划，章金媛
踌躇满志。

“首先就是要带好队伍。”章金媛告
诉记者，服务百姓的根本是志愿者队伍
的医护水平。

“其次要壮大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服
务总队的队伍。”章金媛表示，目前团队
覆盖了9个省市，有500多支队伍，60多
万名志愿者。除了国内，在国际上也有
了一定知名度。在她看来，不断吸收年
轻志愿者加入对这支队伍非常重要。

“最后就是要继续实施虚拟居家
养。”章金媛说，因为条件的欠缺，团队正
在实施虚拟居家养的措施。据了解，章
金媛爱心奉献团每周都到受护理服务居
民的家中看望，这些居民家中都有 5 种
人的联系电话：掌门人、守门人、志愿指
导人、巡查人和督导人。

“这三件事是当下必须要完成的，只
有完成得好，才能让护理服务事业得到
更好发展。”亲切慈祥的章金媛老人谈起
她的护理工作滔滔不绝，“我现在才 90
岁，至少还要再奋斗 10 年，我要奉献到
100 岁，这样才算不负自己不负他人！”
章金媛坚定地说。

我 要 奉 献 到 100 岁
——记第39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90岁的护理服务志愿者章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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