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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中国一冶天津分公司
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医院生活附属区
一期项目主体结构通过验收。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天津市静海
区合作示范区中东部，紧邻北京协和
医学院天津医院，总建筑面积 81759

平方米。本项目建设内容包含医疗科
技园，服务驿站，医师之家，医学交流
中心，附属商业配套区，地下车库。项
目建成后可推动协和医院师资队伍、
教学管理体系、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
全面发展，有效拉近医疗科研与民生

的距离，为区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发展提供多方位保障。

项目建设过程中，该项目部始终
落实公司策划先行要求，统筹各专业
施工安排；始终坚持“完美履约、品质
建造”原则，高质量完成了主体阶段建
设任务。接下来，该项目部将进一步
统一思想，科学组织，精心施工，确保
工程如期交付。

新报记者安元通讯员鲁立勇

一冶协和项目通过主体结构验收

从“侦查员”到“技术专家”

一大早，身穿白大褂的张岩就出
现在实验室，他要反复核对实验数据、
推算检测结果，简单说，就是通过污水
检测找出毒品的“蛛丝马迹”，这样的
工作几乎每天都要进行。“这些样本一
旦检测出异常，我们就要立刻行动，从
出现异常的点位逐层追溯，容不得半
点耽搁。”张岩说，污水检测具有一定
的时效性，很多不确定因素都会导致
污水数据的变化，因此，发现问题后就
要及时跟进。

现在看，张岩就是妥妥的一个技
术专家，然而，当记者翻看张岩的从警
履历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原来，他还曾
是办案方面的“专家”。从警校毕业
后，张岩当过巡警，在基层派出所办过
案，曾经是所在分局当时最年轻的警
长，也曾经是全国“百名追逃能手”本
市入围名单中唯一来自派出所的民
警；他曾连续 4 年获得嘉奖，连续 3 年
荣立个人三等功。

2010年，张岩主动申请加入了新
成立的禁毒总队。他说，原以为成为
禁毒民警，就要侦办重案大案，冲锋在
前，和毒贩展开生死较量……然而，没
想到自己被安排在禁毒战线的“幕后”
工作，这一干就是 10 年。直到 2020
年，禁毒总队进行机构改革，张岩被调
整至四支队毒品实验室，主攻污水监
测技术。

提到当初的岗位调整，张岩说：
“咱是侦查员出身，有办案经验，又在
机关干了这些年，可从来没干过技术
工作啊！能不能胜任这项专业性极强
的工作，我心里真没底。”当年，“污水
验毒”是一项新兴技术，本市相关工作
刚刚起步，发展较慢，还需不断完善。
而作为一种客观、实时、准确、便捷的

毒情监测方法，这项技术一旦成熟，将
为公安机关准确判断毒品犯罪情况提
供新的支持，对于全市毒情评估、预警
及打击毒品犯罪意义重大。在领导的
鼓励下，张岩感受到了这项工作的分
量，他暗下决心，既然接手了这项工
作，就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

绘制精准“污水地图”

作为一项禁毒“黑科技”，污水验毒
就是对辖区生活污水中各类毒品残留
物的浓度及人体代谢物含量进行监测，
其结果可显示毒品成分与浓度，进而可
以推算出区域内滥用毒品情况和隐形
吸毒人员数量，公安机关借助污水监测
数据和大数据比对开展追源溯流，更能
提升缉毒打击精度和管控力度。

张岩告诉记者，此前，和全国大部
分地区一样，天津的污水监测工作采
取委托第三方的运行方式，但得出的
毒情报告并不理想。于是，他决定组
建自己的团队，掌握这项技术，并做到
更精准，使其真正成为打击防范毒品
违法犯罪的利器。

然而，这项工作几乎无经验可鉴、
无先例可循，可以想象当时工作的艰
难。张岩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勇
往直前、攻坚克难。确定工作方向后，
他组织人手钻研技术，熟练掌握检测
流程，遇到问题就与国家毒品实验室
沟通交流，向专家请教。在成功掌握
了独立操作污水样本的采样检测技术
的同时，他还构思出了污水监测模式
的发展方向——努力实现监测点位对
全市主要城区、重点地区的全覆盖。

想要全覆盖，就要掌握污水的分
布情况，划定监测点位。绘制地图绝
不是“纸上谈兵”，在长达半年时间里，
张岩一趟趟地往市水务、排水等部门
跑，详细了解全市各区地下管网信息，

并进行实地勘察、核实。这项工作并
不复杂，但过程极为艰辛。有时候，图
纸上标注着污水井的位置，但到了现
场就是找不到，经反复核对才发现污
水井“藏”在偏僻的角落里。有时候，
地方找对了，但现场有好几个井盖，只
有把所有下水井连接管线的走向都弄
清楚，才能确定主管线的位置……就
这样，又经过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商讨，
从各污水处理厂、污水泵站及污水主
管道、支管道中科学分析，遍布全市16
个行政区的 90 余个监测点位终于被
确定下来，团队顺利完成了《天津市污
水监测区域图》。

打通毒情监测“最后一公里”

监测点位确定了，接下来，就是现
场采样工作。由于污水监测的特殊
性，采样工作需要在污水处理厂、排污
站及下水井中进行。对于张岩和同事
来说，露天作业，风吹日晒、忍饥挨饿
是常态。夏天不管多热，都得穿长衣
长裤，不然就会被蚊虫叮出一身包；冬
天寒风刺骨，操作采样器的双手时间
一长都冻木了。

比起蚊虫扑面、污水横流的恶劣
环境，更让张岩为难的是采样时遇到
的各种问题。他说，有的下水井盖扭
曲变形了，得用撬棍使劲撬，一天下
来，即使戴着手套，双手也被磨得生
疼。在蓟州山区，有的下水井深不见
底，采样器够不到水面，他就只能先返
回单位换个有加长杆的伸缩采样器。
还有的井盖位于道路正中央，车来车
往，为了避免采样时发生危险，他就和
同事合作，一人蹲在井口采样，一人守
在旁边提醒车辆绕行。“好在，这些年
一遍遍地采样，次数多了，就有经验
了，各种情况都能从容应对。”张岩说。

实现了污水监测网络的全覆盖

后，张岩又继续研究，尝试将16个行政
区常规监测进一步延伸至街镇一级，
打通毒情监测“最后一公里”。他选择
南开区、河北区为试点，设置了88个点
位，开展街镇级污水监测工作，有效填
补了街镇毒情数据的空白。截至去年
6月，他全面完成了市、区、街镇污水监
测全覆盖，创建了具备天津特色的三
级监测新模式。

精准溯源助力案件侦破

2023 年上半年，天津市禁毒部门
通过污水监测技术发现，宝坻区部分
村镇曲马多类药品成分数值较高。经
联合宝坻公安分局开展重点区域、部
位和人员排查，宝坻区无业人员王某
涉嫌贩卖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曲
马多。

根据案情，天津市公安局决定成
立联合工作专案组开展侦办工作。专
案组围绕王某进行深度调查后发现，
这是一起以王某为首的通过邮寄方式
辐射全国多地的特大跨省市贩卖国家
管制二类精神药品曲马多的团伙案
件。该团伙有明确的分工和完整的利
益链条，分为贩卖、分销、转卖、吸食多
个层级，毒品下线近百人，涉及华北、
华南11个省份，涉案金额达400余万
元。经公安部批准，该案被确立为部
级毒品目标案件，并列为全国“夏季行
动”第二批次集群战役重点案件之一。

最终，天津警方成功破获这起跨
省贩卖曲马多案，抓获涉案犯罪嫌疑
人 160 余名，缴获国家规定管制的曲
马多类精神药品 9600 余片。该案也
是天津市近年来破获的涉案人员最
多、跨省市区域最广、涉案金额最大的
涉毒团伙案件。

根据溯源结果，张岩所在的团队
屡获佳绩，助力相关部门侦破涉毒团
伙、端掉隐藏在偏僻乡村中的制毒窝
点……由于成绩突出，近年来，国家禁
毒办和公安部禁毒局几次推广污水毒
情监测“天津模式”，号召各地禁毒部
门学习和借鉴“天津经验”。作为天津
禁毒污水监测工作的“领头羊”，张岩
还在持续提升污水监测技术，根据城
市发展优化监测点位，让污水毒情监
测更快速、更精准是他的新目标，虽然
担子依旧很重，但他充满信心。他说：

“因为有目标，就有的是动力！”
新报记者张艳通讯员张莉

图片由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提供

新报记者探访本市禁毒“黑科技”

从“一滴水”中找出涉毒线索
一滴污水就能检验出毒

品，循线追踪，还可以挖出制

毒窝点……在日常生活中，

被人们视为“废水”的污水，

对禁毒科技工作者来说，却

藏着毒品的重要线索。天津

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四支队副

支队长张岩就奋战在这个以

科技信息化手段支撑禁毒实

战的特殊岗位上，在他的创

新之下，一个具有天津特色

的“市、区、街镇”三级污水监

测新模式出现了，这项禁毒

“黑科技”为精准预防和打击

毒品违法犯罪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记者近日走进禁毒

总队，探访这项前沿技术如

何助力禁毒民警抓毒贩、查

毒源。
深入社区开展污水取样工作深入社区开展污水取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