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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在实处是王新宇对待工

作一直的态度。除了负责河道

治理工程外，在水政监察中队，

王 新 宇 还 负 责 水 资 源 管 理 工

作。平时，他经常深入村镇企

业、市区学校医院，与同事一道

了解和掌握取用水户的情况。

他勤于串门，与辖区众多取水户

交上了朋友。同事们说，哪家企

业的门口、取水点在哪里、他们

缺少什么、盼求什么，王新宇都

清清楚楚，并身体力行地为他们

排忧解难。

“王新宇在赶赴现场前，就

统筹规划，谋划解决方案，到场

后就能马上进入角色，处理得快

速而有效。”第三中队中队长王

小波说，每一次的完美处理，都

是经验的厚积薄发。“处理完案

件后，他就会伏案及时分析处理

过程，做好记录，让一项项工作

都有迹可循，为自己也为同事们

提供经验。”

在朝夕相处的同事眼里，凡

经他手的工作，同事们都非常放

心。他不倚老卖老，查案、笔录、

告知书一样都不落。除了完成

本职任务外，节假日值班他也没

缺位，晩上应急查案常常与同事

坚持到 11 点以后。由于工作到

位，所辖区域水资源管理很少有

违规行为发生。水资源费征收

也相应到位。

水政监察大队的队员配有随

身携带的值班手机，方便及时接

听举报电话。2014年12月的一

天凌晨，王新宇还睡得迷迷糊糊，

突然被110的转接电话震醒：“永

康江边有人在电鱼！”王新宇了解

情况后，二话不说，掀开热乎乎的

被窝穿上外套，冒着零下的严寒，

自驾前往阻止非法捕鱼。等处理

好案件，天已经蒙蒙亮了，王新宇

还是和往常一样，回到办公室继

续上班。这样的片断，在王新宇

的工作中经常发生，不胜枚举。

节假日电鱼、盗鱼严重；晚

上 10 点后还有水政举报电话；

凌晨三四点偷盗鱼猖獗⋯⋯多

年水政监察从业生涯让王新宇

摸透了渔政工作的脉络，成为了

水政工作的行家里手。他还言

传身教，指导团队中上岗不久的

新队员。谈起这一点，监察大队

几乎无人不赞。王小波由衷地

说，王新宇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

榜样，他平时常与队员们一起谈

水政执法心得体会，介绍办案技

巧，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新同

事在他的帮助下得以快速成长。

2014 年 3 月，王新宇因心脏

不适住院近一周，在病房他还不

断念叨工作上的事，哪项工作该

如何交接，哪项工作还有待完

善。“我是党员，就应该起带头作

用。”寒冬腊月里去现场执法，炎

炎 烈 日 下 监 管 河 道 治 理 工 程

⋯⋯哪里有需要，他就冲在哪

里。

市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大

队长胡响明说，王新宇处处以共

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爱

岗敬业，恪尽职守，勇于担当，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发挥了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发扬钉钉子精神 站好最后一班岗
——记市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监察员、共产党员王新宇

王 新 宇 ，男 ，1957 年 出

生，1976 年参加工作，1994 年

12 月入党，现任市水务局水

政监察大队监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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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火红的太阳炙烤着大
地。在东城街道河南一村华溪治
理工程现场，一位年近花甲的男子
在认真地巡查。古铜色的皮肤，被
晒得通红的脸，汗流浃背却依然高
一脚低一脚在工地上四处奔波忙
碌着⋯⋯他说，“我市‘质量创强’
工作正迎来国考，水利工程是百年
大计，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
牢牢把握工程质量。”

这位男子就是今年已59岁的
王新宇，大家亲切地称其为“老
王”。虽然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
体力也不如从前了，但他还是样样
不输年轻人。他始终保持良好的
精神状态，认真学习党章，认真学
习系列讲话，不断净化心灵，不断
增强党性原则，不断提高党员的思
想觉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党旗党徽增光添彩。

自 1976 年建杨溪水库开始

参加工作，王新宇早已是我市水

务战线一员老兵。2007 年，他

调到市水政监察大队第三中队，

成了中队的监察员，也是大队中

年龄最大的队员。

2014 年下半年，我市开展

实施武义江华溪段河道治理三

期工程。市水务局水政监察大

队是该工程的业主方。身为水

政监察大队的一员，王新宇主动

担起工程监管的重任。从此，不

论严寒酷暑，每天 8 点不到，他

就来到工地，坚守施工现场，监

管工程质量，督促施工进程。晚

上也是等大家都收工了，他才回

去。

王新宇介绍，该工程全长

2.57 公里，从河南二村一直延伸

到 330 国道。“原本工期是一年，

但是政策处理上遇到了一些问

题，外加天气原因，工程进度落

下了。”王新宇说，“再过一年，我

就退休了。我希望这个工程能

在我退休前完工。”话语间充满

了一种紧迫感。

为了加紧赶工，王新宇以工

地为家，他家就在高镇却连午休

也不回去。每天不是巡视工地，

就是坐在简易的活动板房办公

室整理资料，记录台账。他还未

雨绸缪，竭尽所能地处理政策上

的问题。几天前，王新宇巡查时

发现，施工影响到了河南一村的

文化长廊。虽然此事之前已经

同 东 城 街 道 及 村 里 进 行 了 协

商。但时隔多日，为了确保双方

没有争议，他专程走访了该村的

村委会主任王胄培。双方商讨

后决定，先拆除文化长廊确保工

程顺利进行，等工程做好后再把

文化长廊重新修建好。对于该

工程的实施，该村干部及村民都

颇为支持。

工程中除了影响到村集体

的土地外，也会影响到村民个人

的土地。对此，王新宇就挨家挨

户上门去做思想动员工作。虽

然他监管这个工程不到两年时

间，可是河南一村、河南二村的

不少村民都早已记住了他。在

平凡的岗位上，他默默地无私奉

献。对此，他说：“我参加工作的

时间不多了，每一分每一秒我都

要好好珍惜。”

为了这个工程，王新宇真可

谓操碎了心。该工程的最后一

段涉及高镇社区的河滩。身为

该社区的一员，他一有机会见到

社区负责人就聊起工程政策处

理的事情，希望能得到社区的大

力支持。

除了在政策处理上当好“老

娘舅”外，王新宇还认真抓好工

程质量关。“每做完一段河道，我

们就会通知单位其他成员过来

一起验收。”王新宇说，“人多力

量大。多一双眼睛也就多了一

分安全保障。”

一个目标：退休前完成华溪段河道治理工程

一种态度：踏踏实实做好每件事

□记者 章芳敏

施工操作，总能见到他在一旁指导不论严寒酷暑，总有他和同事一起巡查施工进程的身影 每日一记——当好工地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