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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齐耳短发，看上去文弱娇小，但说
话干脆利落；面对大气环境问题，她总是能
敏锐地从蛛丝马迹中查找污染“真凶”、解决
污染痼疾……她，就是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
境处副处长张祥志。

今年以来，我省多地面临大气环境质量
改善压力。针对一个个“硬骨头”，省生态环境
厅组成多个帮扶工作组奔赴一线。张祥志就
是其中一名“突击队员”，凭借出类拔萃的专业
能力和一股敢拼敢干敢闯的精气神，她经常带
队深入各地寻找污染源头，拿出更优治理举
措，被称为守护蓝天白云的“环境侦探”。

主动请缨，冲在前沿的“环境侦探”

今年一季度，徐州市黄河新村国控站点
空气质量排名倒数，至4月15日，该国控站
点PM2.5浓度持续多日位列全省末位。省
生态环境厅紧急成立徐州帮扶工作组，对该
点实施定向帮扶。张祥志肩负重任，首站带
队开展工作。

当地一位工作人员抱怨，该治的都治
了，这个站点空气质量“成绩差”，是由客观
原因造成的。与此同时，“仪器论”“地形论”

“气象论”不绝于耳。“果真如此吗？”张祥志
在心中打了个问号，在她看来，任何环境问
题都不可能找不到根本原因，只要找到原因
也一定都能解决得了。“我们对江苏13个设
区市大气质量变化总体情况是清楚的，但是
具体到一个站点逐日逐小时逐个指标的深
入分析，平时关注并不多。”张祥志坦言。为
了摸清情况，她全面梳理该国控点空气质量
监测数据，收集大气溯源监测报告、监察室
督查报告等资料，综合分析近几年尤其是今
年以来该站点空气质量状况及主要原因，并
与多部门联动开展帮扶工作视频会商会，就
站点工业源、工地扬尘、道路保洁、机动车、
城中村、餐饮油烟等方面重点问题进行研判
交流，多轮分析该站点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张祥志在梳理资料
之外，更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了现场踏勘上。

清晨，她徒步绕着站点周边老小区和农贸市
场转圈，查看早点摊散煤燃烧情况、油烟是
否收集到位；上午，她调取大数据平台周边
高架点源在线监测数据，做完功课后直奔企
业；下午，她请同事蹲点周边道路，现场监测
站点周边道路车流量、车型、道路拥堵有多
大；晚上，她在站点周边转悠，看看烧烤摊油
烟排放如何，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勘探现场、分析现状、梳理问题、多方座
谈……工作组拿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
《黄河新村国控站点空气质量提升任务清
单》，现场交办给当地相关部门。帮扶成效
明显：经过帮扶，该站点的PM2.5平均浓度
由此前高于徐州市平均浓度7微克/立方米
明显缩小到2微克/立方米。

“帮扶工作组的成员专业、敬业，帮我们
查找到源头、解决了困惑，这个站点终于摘
掉了‘倒数第一’的帽子，大气质量明显提
升。”当地工作人员竖起大拇指。殊不知，在
这背后，是张祥志的辛苦付出和日夜奔波。

找不到污染源，她寝食难安

8月7日夜里11点，张祥志收到了一条
微信消息：“南通近期持续臭氧高值，形势严
峻，这次帮扶请祥志副处长带队前往。”没有
任何犹豫，张祥志第一时间带队出发。

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张祥志不慌不忙，照
例提前做起了功课。当地工作人员无奈地告
诉张祥志：“我们900多家涉气重点企业管控
自如，每日晚8时至次日8时实施错峰生产，该
上的治理设施都上了。我们真是没办法了，南
通的臭氧可能跟外来污染传输有关。”

张祥志从臭氧污染较重的国控站点入
手，随机抽取附近一家大型船舶制造企业，
带领工作组冒着高温前往查看。结果很快
就找到了问题——钢材预处理工场的切割
粉尘、焊接粉尘没有收集；大量的船舶构件
露天焊接，焊烟废气、粉尘直接外排大环境；
4号涂装车间，废气处理设施的补新风口风
机未正常开启，废气直接从补新风口直排外

环境，现场监测仪显示，TVOC 浓度为
74.2ppm，超标准限值5倍以上。

为了避开白天高温，企业将船舶构件喷
涂作业安排在晚上8点以后。夜里，熟谙

“门道”的工作组杀了个“回马枪”，进入厂区
走航监测。走到一处，突然，走航车里的
VOCs 在线监测仪数据出现异常飙升，
VOCs峰值浓度达10760微克/立方米，且
有严重油漆味。下车循味溯源，原来工人正
在露天喷漆。

走航车是张祥志经常用到的“秘密武
器”，大家将这辆跟随工作组走南闯北、在
VOCs监测中“包打天下”的车辆戏称为“祥
志号”。“走航不能无序，要有原则、有目的。”
张祥志说，每次接到帮扶任务后，她都会梳
理重点源并在地图上标注，结合环境质量数
据，锁定重点排查的区域、方位和污染源类
型及具体点源，再根据气象要素的变化去走
航，总是能“一击即中”。

为了锁定污染源，今年55岁的张祥志
一次次爬上几十米高的污染治理设施，晚
上回来常常分析到凌晨两三点，早晨8点，
她虽然疲惫，但仍然斗志昂扬地出现在攻
坚一线。

在距离紫琅学院国控站点不到3公里
的西南片区，分布着3家大型电厂，其启停
炉排放的大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烟尘等
对站点大气质量产生直接影响，需降低排放
浓度和排放总量；在东南片区的几个国控站
点，仅其中的某造纸厂碱回收炉，氮氧化物
日均排放量就达到1.5吨，而这些都是没有
经过治理的……张祥志将问题一一指出，指
导当地在臭氧污染防控上如何发力，让本来
无从下手的问题一下子找到了攻坚方向。

拼搏路上，收获满满感动

张祥志干工作有激情，大伙都这么认
为。她常和身边的年轻人说，攻坚就是要盯
住“硬骨头”。在污染攻坚的路上，她也收获
了各方面的支持和满满的感动。

7月19日-21日，张祥志带队在宿迁帮
扶。7月20日晚，宿豫区一个国控站点，连
续几个小时PM2.5都严重超标。张祥志立
刻带着走航监测车围绕站点进行走航，但是
没有找到污染源头。“周边还有什么污染
源？会不会有工地在偷偷施工而我们并不
掌握？”当时已是第二天凌晨零点三十分，张
祥志拨通了宿豫区攻坚办专职副主任朱袁
义的电话，朱袁义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立
刻骑着自行车赶到现场，和工作组一起分析
研判、查找问题。在从事大气污染防治的这
些年来，张祥志与无数位像朱袁义这样的人
共事，默默地为守护蓝天而拼搏、战斗！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拥有26万人口、
12所高校，大大小小的餐饮店铺，满足舌尖
上的需求之余，也带来环境方面困扰。为了
解决油烟扰民问题，去年2月，栖霞区仙林街
道党工委书记、仙林大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孙
金娣专门到省生态环境厅寻求“良策”，由此
和张祥志成为攻坚路上的志同道合者。

“我们正在对餐饮大户一家家提出油烟
治理”“最近开始推动高校实验室废气治理”

“雾炮车正在冲洗保洁”……张祥志翻看她
和孙金娣的微信记录。自从成为微信好友，
晚上无论多晚，孙金娣都会在微信上实时请
教张祥志，也发来街道在大气治理方面的点
滴进展，张祥志也都一一回复，很多次聊天
时间是在晚上11点以后。“高频”互动下，仙
林街道在大气治理上成为佼佼者，引来了不
少周边地区前来“取经”，这其中既有当地政
府的主动作为，当然也离不开张祥志的无私
付出。

蓝天白云之梦，祥云碧空之志。一次次
奔赴大气治理一线，一次次抽丝剥茧找出问
题所在，张祥志用拼搏精神，昂首迈在治污
攻坚的大道上，时刻准备打响新的攻坚战。
张祥志是我省生态环境铁军中的一员，像她
这样奋战在治污攻坚一线的人，还有很多很
多。正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日夜守护，才
有了天蓝水清的美丽江苏。

展祥云碧空之志
——记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张祥志

烈日骄阳，他奔波穿行在大街小巷；
夜幕降临，他或挑灯夜战，或摸排污染

线索；
他敢于同违法排污行为较真碰硬，查处

多起环境违法大案要案；
他积极服务企业排忧解难，引导企业合

规合法生产经营……
他就是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局新北分局副局长严虎。2014年进入生态
环境执法岗位之后，他一直在执法一线，一
路成长为生态环境执法取证、重点行业环境
监测方面的行家“虎将”。

以案代训，优化执法效能

生态环境部门有句俗话：生态执法岗位
要“管天、管地、还要管空气”，为了环境监测和
防止企业偷排，生态环境执法部门经常要跋山
涉水进行环境监测。从事生态环境执法工作
以来，严虎总是想在前、冲在前，采水样、爬烟
囱、进草丛、钻水沟，从不喊苦喊累。

近年来，各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颁布更
新较为频繁，为了不断夯实环保执法队伍基
本功，严虎带领队员们开展常态化学习，采
用“以案代训、举一反三”等方法，持续优化
执法方式和执法效能。同时，严虎还积极引
导队员将工作岗位作为学习大课堂，在工作
中挑大梁、唱主角，多次出色完成上级交办
的各项任务。

今年以来，严虎带领执法局执法人员现
场检查帮扶企业56家次，制作各类检查（勘
察）笔录168份、办理行政处罚案件33件。

重拳出击，攻坚“硬骨头”

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生态环
境监测的生命线，只有数据真实，环境管理
才能“耳聪目明”。凭借着扎实的业务功底、
多年的实战经验和严谨细致的作风，严虎练
就一双“火眼金睛”。

2021年9月，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
“秋风行动”专项执法检查，严虎主动请缨，
接下了这块难啃的“硬骨头”。

在对辖区企业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执
法检查时，严虎发现该公司出具的两份委托
检测报告存在大量相同数据。警觉的严虎随
即查阅分析仪器原始记录数据库，果然，两份
报告中有关挥发性有机物样品分析时间完全
相同。与此同时，严虎还在检查中发现该公
司存在篡改、伪造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情况。

严虎立即找来公司负责人展开询问，一
开始负责人百般抵赖，但在证据面前，该负
责人只能坦白交代：分析人员使用公司A的
分析数据替代公司B分析数据，并出具了虚
假数据报告，同时还对公司A的生态环境监
测数据进行了篡改、伪造。

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二十
八条之规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

对其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出
具虚假监测报告，采样人员、分析人员、审核
与授权签字人，分别对样品、原始监测数据、
监测报告的真实性负责。以及根据《江苏省
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
项，禁止下列篡改、伪造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
行为：伪造、编造原始记录或者监测报告中的
监测数据、监测时间及签名等信息。最终，执
法人员依法对该公司罚款10万元，没收违法
所得4.5万元，并对该公司实验室直接主管
人员吕某某和分析人员万某分别罚款1.89
万元。该案件也入选了江苏省严打生态环境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典型案例。

“重拳”打出“虎威”的严虎，同时还参加
了2021年3-6号大气行动、2022年1-4号
大气行动、2021年3次生态环境部监督帮
扶等工作，皆取得较好成果。

做合格主办人，办高质量案件。近年
来，由严虎全程查办的4件机动车尾气检测
机构与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弄虚作假案、4
件排放大户自动在线数据超标案、2件化工
类企业超排污许可排放案等案件，皆被列入
典型案例，在社会层面形成有力震慑，为全
省执法系统办理同类案件提供办案指引。

柔性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

一手抓监管展力度，一手促发展有温度。
严虎带领同事们铁腕扎紧“环保红线”

的同时，保持着高位推进、主动服务的姿态，
通过选聘行业专家并选派科室业务骨干、执
法能手组建专家组，对企业开展体检式、预
防式、服务式执法，精准帮扶企业优化环保
措施，力促产业在发展中环保、在环保中促
提档升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在对常州星海电子有限公司一次日常
检查中，星海负责人向严虎抛出这样一个问
题：“通过智能化设备对废气、废水进行在线
监测，政府有什么好建议？”

为了给出更严谨的建议，严虎没有立即
答复。3天后，严虎组织专家组在车间现场
召开服务会。专家们在对各个生产环节进
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后，出具一份“体检
报告”：“企业不能没有智能化环保设备，但
也不能过分依赖，要做到全方位监测，人防
依然必不可少，要保持重点岗位的24小时
值守，最好组建一支网格化队伍，将环保责
任细分到每一个生产层级、落实到每一个人
身上。”拿着“体检报告”，常州星海电子有限
公司负责人连声致谢。

环境保护工作不是立竿见影的工作，它
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多年来，严虎
始终耕耘在环保工作第一线，以不变的初心
书写着生态环保铁军的热血情怀，用自己的
坚守和担当践行了一个环保工作者的承诺，
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铿锵有力的环保
铁军之歌。

执法担当诠释“虎将”精神
——记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新北分局副局长严虎

烈日骄阳下，他挥汗穿行在各类企业之
间，只为找到污染源头，及时固定证据，准确
记录在案；夜幕降临时，他或摸排污染源头，
或探讨整改方案，时不时查阅日常记录，寻
找思路，没有丝毫懈怠……这是苏州市昆山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三大队大队长王
华斌的工作日常。

在生态环境系统工作12年来，王华斌
在当好执法员、服务员、宣传员的过程中，养
成了随手记录的好习惯，企业在哪里、工艺
流程怎么样、污染环节怎么处理，他都记得
清清楚楚。“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闲暇时
翻一翻，不仅能做到心中有数，还可以提高
工作效率。”王华斌说。

2010年1月从部队转业至苏州市生态
环境战线以来，王华斌从环保领域的“门外
汉”逐渐成长为理论水平高、专业素质优、工
作责任心强的复合型生态环境执法业务骨
干。如今，他带领三大队7名队员，共同负
责花桥国际商务城、千灯镇等辖区85家重
点排污单位及超千家一般工业企业的生态

环境执法工作。
2021年1月25日，王华斌与同事对辖

区内某企业开展水专项执法检查。该企业
生产废水经污染防治设施处理后进入待排
池，由待排池经出水管进入总排口外排至河
道。检查时，王华斌发现待排池内液位低于
出水管，而此时总排口正常排水，这一异常
现象引起了他的警觉。“这个现象十分不合
理，显然总排口的水不是待排池中的水，企
业肯定有问题。”王华斌回忆道。

经过仔细检查，王华斌发现，该企业出
水管内竟然有管中管。这是什么水？管中
管通向哪里？带着这些疑问，王华斌与同事
在当事人拒不承认的情况下，经过四天三夜
的高强度排查，最终通过调取监控、逐一排
查锁定了证据、揭开了谜团，揭开企业利用
暗管等注水稀释排放的违法事实。同年1
月28日，涉案相关人员因涉嫌构成环境犯
罪，被移送公安机关。

“当时只是一门心思想解开疑团，把问
题尽快找出来，以免造成污染。”王华斌说自

己是一个“好烦心”的人，每每遇到疑惑都必
须要搞清楚才能睡得着。因为在他看来，生
态环境执法是一份讲情怀的工作，“我们不
仅是秉公执法的生态环境铁军，更是绿水青
山的安全卫士。”

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丢掉任何一个
盲点、不留下任何一个隐患，正是凭借这份
执着与坚韧，王华斌每次执法检查都细致梳
理现场数据与设施的每一项疑点，深入研判
每一件线索。例如，在一起手段隐蔽、弄虚
作假、稀释排放、伪造在线监测数据的典型
环境违法行为中，他敏锐捕捉到在线监控数
据的异常，并顺藤摸瓜发现生化池存在异样
的蛛丝马迹。他还细心地对废水处理设施
各个环节逐一排查、分段采样，最终发现了
一根伪装在废管下的排污“暗网”，顺利侦破
此案，该案例被中国环境报专题发布宣传。

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是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重中之重，这项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多
年来，王华斌一心埋头工作，一如既往奋战
在污染防治攻坚战第一线，经常连夜对前期

生产工艺、原辅材料、生产设备、废水排放去
向等证据进行固定，绘制现场勘察图，采集
废水样品，让不法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

“对每一个违法行为，都需要经过调查、
立案、核实等多道程序，才能作出最终的处
罚决定。”王华斌说，每一个处罚都关系着企
业的直接利益，必须对法律法规了如指掌，
才能公平公正执法。他先后参与“中央环保
督察”“省级交叉检查”等多次专项行动，共
查处104起涉嫌污染环境罪案件，移送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113人，行政拘留25人，实施
查封扣押112起，处罚金额达492万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工作中敢啃“硬骨
头”的王华斌，先后获得江苏省环境执法大
练兵先进个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
制作工作表现突出个人、江苏省“十佳执法
能手”、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等诸多荣
誉。面对荣誉，王华斌却十分从容，“我做的
工作很多人都在做，而且他们也都做得很
好，我只是多了一份幸运，仅此而已。”

昆山市融媒体中心 丁燕

潜心磨“利剑”热血铸“绿盾”
——记苏州市昆山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三大队大队长王华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无锡市民有一个直观感
受——蓝天已从“奢侈品”变为“日常品”，“水晶天”
频频刷屏朋友圈。

而碧水蓝天的背后，离不开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局“守护者”们的努力与坚守。“每当通过我
们的日夜监测、取样，持续监督相关部门开展污染治
理，最终实现达标，我就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
的。”作为85后业务骨干，该局稽查科科长丁乾睿主动
向污染“亮剑”，增强综合执法能力、提升服务发展水
平。扎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13年的他，没有豪言壮
语，唯有脚踏实地，把守护好绿水青山视为使命。

深研“非现场”，创新“在进行”。“善用科技手段，
高效统筹执法资源，实现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精准
打击。”丁乾睿介绍，由他负责开发并持续完善的全省
首个“非现场执法”平台，梳理了废水废气超标、未保
证自动监控设备正常运行、自动监控弄虚作假情况等
情形，建立了相关案件办理的工作流程和机制。

今年1月，丁乾睿通过“非现场执法”平台注意
到，江阴市某污水处理厂总排口COD数据在1月23
日至24日期间连续超标，两日内COD数据最高达
82.19mg/L（排放标准为50mg/L）。发现该线索后，
他立即组织“战友”，利用“采样控制系统”对该企业
总排口进行留样器留样，并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取
样、分析。结果显示，该单位出水COD 数据确实存
在超标违法的情况。该案办理过程中，丁乾睿通过
利用非现场执法、在线监控、用电监控等各类平台科
技手段，实现“数据巡查+分析审核+证据固定+笔录
制作+文书下达+立案处罚”全流程“非现场”办理。
今年5月，在江苏省非现场执法推演暨执法业务培
训会议上，该案件办理流程获省厅高度肯定。

如何提高环保执法效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丁
乾睿和同事们不仅创新环保执法方式，也传递着柔性
执法的“温度”。今年2月，无锡市新吴区机光电工业
园区周边有市民反映：存在异味扰民的情况。得知消
息后，他多次对接沟通，助推矛盾化解，并频繁赶往相
关小区了解空气情况，在凌晨后开展执法检查，对夜
间企业排放情况进行全面排查。通过持续对重点企
业政策宣贯和督促提升整治，邀请市民走进企业面对
面沟通，最终有效化解了环境信访问题。“从查问题变
帮达标，也是提高执法水平的重要一环。我们将利用
信息平台，进一步为企业组织业务培训，指导企业合法排污。”丁乾睿说。

无锡市内的每一座园区、每一处河湖、每一个排口……在丁乾睿心
中，都有精准定位，他被同事视为生态环境保护“活地图”。此外，在历次
评比中，丁乾睿也屡次斩获佳绩。去年，他“披挂出征”，代表江苏省参加
生态环境部组织的2021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练兵活动，所在团队获得
团体总分第一名；经他查办的河南省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废气治污设施
不正常运行案例，被生态环境部作为监督帮扶典型问题采纳并公开发布，
他最终被评为表现突出个人。丁乾睿坦言，他最看重的，还是碧水蓝天背
后的“一线守护者”这个身份，“‘守护者’这3个字里，饱含着群众殷切的
期许，更有环保执法工作者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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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一线多”“花白头发多”，提起南通市生态
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仲跻平，单位同事就会
提起这“两多”。1965年出生的仲跻平本可以做个

“准二线人员”，但他从未退却对工作的热忱，凭着一
股不服老的劲头，带领年轻同事一同守护绿水青山。

临近退休，数次带队监督帮扶
去年1月6日，仲跻平带队，南通市生态环境局8

名执法人员至河北邯郸市监督帮扶。当天，该市最
低温度骤降至零下15摄氏度。工作组成员需驱车
至邯郸市大名县，对采暖季天然气保障工作进行回访。

“感觉都快被冻僵了！”车子在山路颠簸了一个
半小时终于抵达目的地。仲跻平毫不在意，狠狠在
地上跺了跺麻木的双腿，开始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天
然气供气最真实的情况。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急需
解决的困难，他与同事们第一时间汇总，与当地政府
相关部门对接，立行立改。

“奉部命令逆北上，严寒疫情全部防。江苏对接
河北省，监督帮扶我荣光。战斗堡垒支部强，廉政教
育总不忘。铁军驰骋在一线，人人争先树榜样。”仲
跻平写下一首小诗慰藉苦寒与辛劳。他的帮扶故
事，也被生态环境部推介。

近年来，仲跻平带队参加过3次生态环境部组织
的监督帮扶和数次省内监督帮扶，几乎走遍了全省。

克服困难，始终坚守帮扶一线
8月17日，在全省应急比武的现场，仲跻平又接

到带队参加第一轮全省环境质量保障暨实战比武的
通知。彼时，他93岁的老母亲正生病住院。没有片刻
犹豫，仲跻平匆忙回家收拾行李，于当晚赶到盐城。

代表南通参加实战比武的11名执法人员刚集
结完毕，仲跻平第一时间组织召开集体会议，部署检
查重点和要领，提醒大家多关注细节、不放过任何一
个可疑环节，着力提升实战能力，为全省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贡献南通力量。

他白天与执法小分队进企业检查，不放过一个
问题；晚上组织大家对检查情况，尤其是典型案例全
面复盘，重申工作安全和廉洁自律的重要性，工作到
凌晨12点成为常态。

严格执法，全力捍卫碧水蓝天
实战比武期间，仲跻平与南通实战比武小分队至盐城某企业现场检查。

企业负责人极不配合，当执法人员要求到车间核查时，该人将车间大门紧锁，
以职工休息为由拒绝。趁着执法人员制作调查询问笔录的间隙，仲跻平悄悄
透过窗户，观察到车间内有工人在走动，且生产设备没有按照环评要求安装
废气治理设施。他举起手机，拍照取证。企业老板终于低下了头无话可说。

某污水处理厂存在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擅自投入生产、应急预案过
期等4起环境违法问题和未按环评要求建设储罐、事故应急池内有积水
等7个环境违法问题，被比武小分队严厉警告。老板诡辩巧辩，偷偷在仲
跻平裤兜里塞了3个红包，他当即严辞拒绝。

除了带队组长、小分队成员，仲跻平还担纲起宣传委员的责任。他收集
上报33个典型案例，被省厅录用7个，为全省最多。第一轮实战比武，南通组
共出动执法人员257人次，检查企业101厂次，发现372个生态环境问题，其
中，涉嫌生态环境违法问题123个，涉及企业66家，综合得分全省第三。

尽管还有2年多就退休了，但为了生态环境质量更好，仲跻平与无数
环保人一样，坚守着、付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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