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这样一位森林管护员，29 年如
一日，奋战在护林防火第一线，为 4000
多亩林区撑起“保护伞”；每天巡山 20
多公里，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黄胶鞋，实
现了林区多年零事故，他就是云南无
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锦屏黄草
岭辖区的森林管护员陈正发。

       “舍不得离开，就想守护
好这片林”

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景东彝族自治县和大理白族自治州
南涧彝族自治县境内无量山中上部，
涉及景东县锦屏、文龙、安定、漫湾、林
街、景福 6 个乡（镇），南涧县碧溪、公
郎、宝华、无量山、拥翠 5 个乡（镇）。
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整个
无量山较狭窄、较高大的一段，也是生
态环境较复杂的一段，保护区森林管
护员每天要走的是一条条蜿蜒的山
路，往往是迎着朝阳出发，踏着夕阳而
归。

陈正发今年 63 岁，身材瘦削、皮
肤黝黑，岁月在他脸上雕刻下一道道
痕迹。1994 年成为森林管护员以来，
他走着脚下的路、护着眼前的树，不
知不觉已在山林间度过了 29 个春
秋。

“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舍
不得保护区的一草一木，舍不得走了
快 30年的山路，更舍不得林间的猿啼
鸟鸣。”陈正发说，以前，山上光秃秃
的，到处是石头，现在进山的村民少
了，林子长出来了，从这儿走过，心里
特别踏实。

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
东辖区共有森林管护员 60多人，超过

60岁的有五六位，由于对工作的热爱，
现如今本该退休在家的他们依然离不
开保护区，每天做着巡山护林的工作。
在这支奔走在保护区一线的管护队伍
里，第一代管护员已经退休，如今大多
是“林二代”，有的甚至是“林三代”，他
们在父辈们付出毕生心血的林海里，
继续传递着绿色接力棒。

“看好家乡的绿水青山，
等于守护着一个绿色银行”

        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
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生物资源种类多
样，森林覆盖率高达 96%，为林下经济
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当地立足生态优势和资源禀
赋，在保护区周边社区逐步推广林下
种植、林下养殖和生物药业，黄草岭村
也在陈正发的带领下种起了草果、花
椒、黄精……

“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如今的黄
草岭村花椒、草果飘香万里，樱桃、梨
果甘甜多汁，蔬菜瓜果供不应求，绿水
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2021 年黄
草岭村发展案例被录入COP15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国家专题片《共同的家
园》。百姓富了，进山的人少了，我们
的工作也轻松了许多，现在砍树、盗猎
现象基本没有了，上山遇到长臂猿、灰
叶猴等动物的次数多了。”陈正发自豪
地说。

“看好家乡的绿水青山，等于守护
着一个绿色银行。”陈正发说，今后的
目标就是把林子看好，把林下经济搞
好，做强产业，吸引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回乡就业。

“新老接力，一代接着一代干”

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
东辖区的森林管护员扎根深山、与林
为伴，设立勘界标识，讲解护林政策，
震慑违法人员，开展生态修复，排查林
区隐患……几代森林管护员接力奉献
青春，守护着 37 万亩原始森林，为西
黑冠长臂猿等濒危野生动物撑起了

“保护伞”。
从上岗的那一天起，陈正发便尽

心尽力地工作，负责调查了解山情、林
情、民情，坚持每天巡山护林，跑遍责
任区的每一座山梁、每一道河沟、每一
片林地。为了掌握责任区野生动植物
消长变化情况，只有初中文凭的他学
会了建监测样地，安装红外相机。

常年和森林打交道，令陈正发对
这片森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说：

“经常巡山，这山上的一草一木我都熟
悉。哪里少了一棵树，哪里有动物活
动的痕迹，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虽然已过了花甲之年，但陈正发
仍放心不下这片森林，放心不下森林
里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取得这样的
成绩不容易，但我已经 63 岁了，实在
干不动了。我退休后，我儿子将接替
我的工作，新老接力，一代接着一代
干，继续守护绿水青山。”陈正发说。

29 年的时间，陈正发从一个青壮
年变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是什
么样的毅力让他克服了几十年的艰难
与困苦，全身心呵护这片森林？在我
看来，与其说是陈正发对这份工作的
坚守，不如说是这位老人对这片森林
深深的热爱……

清晨，在海拔 2300 米的关山坡瞭
望塔，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振太镇守山人梁其昆的手机闹铃如同
往日一样响起，他麻利地起床穿好巡
山服，简简单单吃碗面条后，就开始了
一天的登塔瞭望、防火护林工作。瞭
望塔于 1991年建成，24岁的梁其昆报
名守塔，这一守就是 33年。瞭望塔可
观测全镇 30 余万亩林地，多年来，梁
其昆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守护着这
片大自然的绿色宝藏。

登上瞭望塔，梁其昆手持望远镜，
仔细扫视着林区的每一个角落，时而
有鸟儿在林中穿梭，时而有野兽在林
间出没，这些和谐的自然景象让他感
到无比宁静和满足。

除了瞭望，梁其昆还要负责林区

的防火工作。火是森林的天敌，一旦
火势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
每天都会检查林区的防火设施是否完
好，同时向周围的村民宣传防火知识，
增强村民的防火意识。

守塔工作虽然艰辛，但梁其昆却
从未有过怨言。他说，这片山林是他
的家，守护山林是职责所在。每当看
到林区的树木茁壮成长，野生动物自
由自在地生活，他就感到无比欣慰和
自豪。

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本登
记台账、一个望远镜、一套对讲设备、
简单的锅具，这些几乎是瞭望塔上所
有的家当。窗边的望远镜是他常用
的工具，一旦发现火情，他会第一时
间通过对讲机、手机报告给上级有关

部门。在别人眼中，山顶上的瞭望塔
像一座孤岛，但在梁其昆的眼里，那
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第二个家，
他将尽心尽力守护好这座大山、这片
森林。

日落时分，梁其昆结束了一天的
工作，他缓缓走下瞭望塔，望着那片被
夕阳染得金黄的林海，心中充满了期
待。他知道，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他将
继续守护这片他深爱的山林。

在振太镇，除了像梁其昆一样的
护林瞭望员外，还有 339名镇、村两级
林长，163名生态护林员。他们是最忠
诚的“哨兵”，在责任区域实行网格化
巡山管护，共同守护着全镇 83.511 万
亩森林。

在大山深处，有这样一群森林的守护者，他们常与寂寞为伴，他们不惧严寒酷暑，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汗水守护绿水青山。他
们跑遍每一座山梁、每一道河沟、每一片林地，把山情、林情、民情放在心里，一代接着一代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谱写了一首动
人的绿色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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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花甲守初心  银发生辉坚如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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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林海之眼”  守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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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好护林接力棒
守好大自然宝库

致敬大山深处的守护者

（（记者记者    王承吉王承吉    摄摄））

秋日的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勐大镇南
康村到处鸟语花香，在这片绿色丛林里，护林员罗成
刚开始巡山护林。

摩托、喇叭、柴刀是罗成刚巡山护林的三件“法
宝”。作为护林员，罗成刚的主要职责是宣传护林防
火知识、巡山护林、配合处理涉林违法犯罪行为等，
保护好南康村的 31713亩林地。

即便罗成刚提前为村民们打了“预防针”，但还
是有人铤而走险。一天，罗成刚在巡山的时候发现
一个村民在林地旁上坟烧纸，他便上前果断制止。

“又不是你家的山，你管谁呀？”该村民的态度很恶
劣，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认为罗成刚多管
闲事。罗成刚耐心地给村民解释了在林区旁烧纸的
危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让该村民心服口服。

罗成刚丰富的护林经验和对山林的深厚情感来
自“家庭传承”。

罗成刚的爷爷罗应发 1958 年成为南康村护林
员，罗成刚的父亲罗恒兴在 1980年 8月份接班，2021
年罗成刚子承父业，继续从事护林工作。68年来，在
一家三代人的接力守护下，南康村从未发生过重大
森林火灾、重大毁坏林木或盗伐滥伐林木案件、重大
森林病虫害等。由于工作成绩突出，罗应发受到市
级奖励，罗恒兴获得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优
秀护林员等荣誉称号，罗成刚也连续三年获得优秀
护林员荣誉称号。

从植树造林、防止盗伐滥伐林木，到巡山防火、
爱林护林，罗家三代人是勐大镇生态环境变化的参
与者与见证者。每一代护林员的护林内容虽各有不
同，但不变的是，这座山峦叠翠、花果飘香的无量山，
早已成为他们离不开的“家”。

“我爷爷来到这里时，山里还是光秃秃的，他们
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饭、拿着锄头上山种树。”罗成
刚说，由于基础建设落后、设备缺乏，第一代护林员
的工作非常艰辛，几乎每天早出晚归，大家背着树苗
走山路，常常是半夜才返回，住在工棚、帐篷里。

“出门靠脚走、挑水用双肩、晚上点煤油”是当年
护林员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这样艰苦的环境
下，第一代护林员克服了种种困难，15 年内完成了
7000 亩的造林任务。随后立即封山育林，促进生物
自然繁殖生长，为南康村的生态修复打下了重要基
础。

“我护林的时候主要是守护林木，防止盗伐林
木。”罗恒兴回忆，当时，全国各地大兴土木，木材价
格水涨船高，群众偷采盗伐林木、“向山要钱”的现象
时有发生。

“那时候工资还不到 30 元，但卖掉一根直径 20
厘米粗的木材，就可以赚 8元—10元。”罗恒兴说，为
了防止群众偷采盗伐林木，他和同事组成小队，每天
上山巡查。由于盗伐林木者常常在夜间行动，所以
护林员们经常凌晨才能回家，有时候直接住在山上
……

在护林管护岗位上工作 40年，罗恒兴跑遍了南
康村山林的所有角落，对山里的一草一木，各家林户
争议的地界，他都了如指掌。

把喜欢的事变成工作，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对
罗成刚一家三代而言，爱林护林早已成为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罗成刚一家的守护下，一座座大自然的宝库
生机盎然，这里有美丽的湖、清澈的河、飞翔的鸟，还
有野生大红菌、木耳、红豆杉等，经常会有猴子、豹
子、野猪等动物出没……

在镇沅县，像这样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护林员
一共有 1179人，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着爱
林护林的动人故事。如今，镇沅县森林覆盖率由
1958年的不足 40% 提高到现在的 72.87%；生物多样
性不断丰富，高等植物由 1958年的 300科 4000余种
增加至 350科 5600余种，野生脊椎动物由 1958年的
60科 900余种增加至 78科 100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