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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听说过托儿、托老的，你听说过
托牛的吗？带着好奇和疑问，2月 18日，
记者走访了西平县二郎镇养牛达人康
建波。

“村民以入股的方式把牛交给我们
公司集中托管托养，我们公司向农户每
年返还不低于每头牛 2600元的利润分
红。”正在给牛喂饲料的河南健杰综合
养殖有限责任公司“90后”总经理康建
波喜上眉梢。

自“五星”支部创建以来，二郎镇根
据“产业兴旺星”创建的重点任务和创
建标准，对标对表，查漏补缺，开展了一
系列新型主体能力提升“创星”活动，为
所在村创建“产业兴旺星”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和保障。

“在这里务工，每个月俺两口能拿
6000 多元工资，年底还有分红。”在河
南健杰综合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记者见
到了在这里务工的二郎镇祝王寨村村
民郭梅花夫妇。

记者和郭梅花聊天得知，郭梅花的
爱人在公司里负责喂牛、打扫圈舍，自
己在公司食堂做饭。他们吃住都在公
司，有稳定的收入，并且把自己养的两
头牛托管在公司的饲养场里，每年都有
分红。

郭梅花的分红是健杰综合养殖有
限公司的发展模式之一“集中托管托
养”。康建波告诉记者，通过配套产业到
户资金，村民购买肉牛，以入股的方式
交由该公司集中托管托养，也可以自己

喂养，合作社每年返还不低于 2600 元
的利润分红。目前，参与肉牛托管托养
的农户有10多户，务工村民20多名，有
效助力附近村民增收致富。

康建波告诉记者，公司始终坚持
“助力产业振兴 做有良心的企业”，按
照“公司+农户”入股分红的方式签订合
同，保障村民效益。

2012年，康建波在广东省务工，积
攒了 20万元资金，他心系家乡选择回
乡创业。经过思考，他决定利用西平县
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养牛。

创业不能靠空想，需要真金白银的
投入。他的启动资金一部分是自己多年
的积蓄，一部分是村民的入股资金：村
民宋群领拿出积蓄45万元买了40头牛

犊，交给他托管；康俊芳出资 20万元买
了20头牛，也交给他喂养。

康建波说，肉牛养殖主要以周边农
家的农作物秸秆为饲料，成本低、无污
染、见效快。让他高兴的是，村里给他提
供了 7000亩农田的农作物秸秆用作牛
饲料的原料，这也有助于农村秸秆的综
合利用，使秸秆变废为宝，走出了一条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多方共
赢的新路子。

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重点，是实
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基
础。该镇负责人告诉记者，二郎镇将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特色经营拓宽富
民强村之路，加快推进“产业兴旺星”创
建。①3

西平县 托管养牛还分红 助力“产业兴旺星”
记者 许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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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天气预报及生产建议
据市气象台预报：2 月 23 日~3

月 1 日我市平均气温为 6℃～7℃，
较常年同期正常；一周降水量为 0
毫米左右，较常年同期偏少。具体预
报：23 日阴天，南部有零星小雨；24
日多云到晴天；25 日~26 日晴天间
多云；27 日晴天转多云；28 日~3 月
1日多云。

农业生产建议：
1.因地制宜，做好早春麦田分类

管理。对于长势较差的弱苗田块可趁

墒追肥，中耕划锄，以增温保墒，促进
小麦早返青早生长；旺长麦田适当镇
压，以控旺转壮；壮苗地块适当推迟
水肥管理措施。

2.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雨后各
种恶性杂草将相继发芽，各种病虫害
相继滋生和蔓延，各地要加强病虫草
害预测预报，及时进行防治。

3. 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倒
春寒”和低温冷害。

（市气象局提供）

本报讯 （记者 冯 帅 通讯员
陈 维）近日，市供销合作社召开2022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紧密
联系工作实际，深入问题剖析，认真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上，该合作社主要负责人通报
了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和
2022 年召开的两次以案促改专题民
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以及民
主生活会的准备情况，并代表领导班
子进行对照检查，带头进行自我批评，
其他班子成员依次对照检查并互相提
出意见。大家发扬自我革命精神，问题
查摆深入，相互批评坦诚，整改态度坚
决，达到了交流思想、检视问题、增进
团结、共同提高的目的。

会议要求，要坚守忠诚本色，坚定

政治方向，进一步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要突出问题导向，从严抓好整改，
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和收到的批评意
见，做好分类归纳梳理，完善整改措
施，坚持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坚
持标本兼治，从根源上堵塞漏洞、解决
问题。要聚焦重点工作，把问题整改与
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结合起来，与
2023年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民
主生活会成果转化为推动供销合作事
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进一步提高为农
服务能力和水平，为我市乡村振兴大
局作出新的贡献。①3

市供销合作社

聚焦重点工作
做到问题整改与改革发展相结合

本报讯 （记者 冯 帅 通讯员 朱
晓吾 张新德）近日，汝南县农业农村
局政务服务窗口被市政务服务和大数
据管理局授予“优质服务窗口”称号，
这是该局自 2020 年进驻县行政服务
中心政务服务大厅以来连续三年获此

殊 荣 。另 外 ，窗 口 审 批 负 责 人 获 得
2021 年度驻马店市政务服务和大数
据管理工作“服务标兵”荣誉称号。

近年来，该局高度重视窗口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省、市、县“放
管服”改革精神和优化营商环境一系

列政策规定，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服
务效能，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便民
为目的、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建设创
新型农业农村窗口，并最大限度地规
范、简化办事程序，压缩办事时间，开
展以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延时服务

等为主的亲情服务，真正做到“便民、
高效、廉洁、规范”，为企业和办事群
众提供更多便捷服务。

“ 汝 南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政 务 服 务
窗 口 将 继 续 坚 持 把 组 织 创 先 进、个
人 争 优 秀、群 众 得 实 惠 作 为 政 务 服
务 工 作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进 一 步
增强服务意识，改善服务质量，提升
政 务 服 务 管 理 精 细 化 水 平 ，持 续 深
化‘放管服’改革，为‘最多跑一次’
工作作出新的贡献。”该局主要负责
人表示。①3

汝南县农业农村局

增强服务意识 创优质服务窗口

“谢谢韩书记，非常感谢你帮我们
两家化解了纠纷……”2月 16日上午，
正阳县永兴镇路口村村民雷莲对回访
的镇纪委书记韩柳说出了心里话，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 57 岁的雷莲与赵琴是邻居，
雷家居前赵家居后，原本两家关系不

错，后因宅基地“出头路”问题发生纠
纷，闹翻了脸，村里多次调解无效，两家
时常发生争吵。2022年 3月，雷莲在自
家房屋东侧开垦菜园，影响了赵家出
行。对此，赵琴“以牙还牙”在其菜园旁
边栽种树木，两家矛盾再度升级。

2022 年 12月，韩柳在走访中得知

这一情况后，高度重视，当即做起两家
的思想工作。他从纠纷引发的后果、邻
里和睦相处的好处等进行耐心说服教
育，结合“让他三尺又何妨”历史典故，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得两家人都低
下了头。第二天，韩柳趁热打铁，带着镇
司法所、村委人员上门调解，并现场丈

量双方宅基地，划定“出头路”，拆除了
菜园和树木。最终，两家化干戈为玉帛，
握手言和。

邻里友善增和谐。“现在俺两家关
系好了，两家人相互‘串门’了，孩子们
也成了好伙伴……俺保证今后再也不
闹别扭了。”雷莲高兴地对韩柳说。①3

化解矛盾调纠纷 一心为民显担当
□ 张 华

故事新 闻

（上接第一版）
“瞭望塔虽小，但森林防火责任重大，

必须得有人守！”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林
海，孙向东喃喃自语，但语气中透着坚定
和决绝！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明白了孙向东
这些年坚持下来的动力之源。

峰头山为证！这壮美如斯的山水画
卷，不正是他这些年餐风饮露、孤独坚守
的终极意义吗？

“我是受父亲的影响，才走上管林护
林这条道路的！”

瞭望塔二楼，两个三条腿的木架支撑
着一张木板，上面铺着被褥，就构成了孙
向东栖身的床铺。坐在简陋的木床上，孙
向东一边摆弄着手电筒，一边向记者打开
了尘封已久的往事。淡淡的叙述，给人一
种事不关己的平静和超脱。

“我父亲1958年考入东北林学院，毕
业后分配到了山西省林业厅，后来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父亲下放到了山西省稷山县
某林场，后来又辗转回到了故乡确山县，
成了确山县林业局的一名技术人员……”

“我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但
父亲对她却是无限依恋。我们兄妹五人，
我是老大，后面还有四个妹妹……”

“我小时候，家里到处都堆满了书籍，
大部分是关于林业的书，它们是父亲辗转
多地都不肯丢弃的宝贝。上了小学后，我
没事时就喜欢躲在家里看那些书，看不懂
的地方就向父亲请教，就这样对林业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像父亲
一样的林业人。”

“1984年，初中毕业后，县林业局从
职工子女中招收林业工人，我就报了名，
就这样来到了薄山林场，开始了护林员的
生涯……”

长期封闭在大山深处的孙向东，没有
想象中的那种木讷和呆板，他的叙述反而
给人一种健谈的感觉。但这种健谈跟记者
的引导无关，而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的
一种话语表达，一种一旦打开就不肯轻易
收住的叙事方式。

在接过峰头山瞭望塔森林火情观察
员接力棒之前的24年间，孙向东在薄山
林场多个岗位磨炼，育苗、造林、抚育、巡
护、采伐等，他几乎干了个遍。印象最深的
是在当时的间伐工作岗位上，他跟着伐木
师傅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扛木料，从
山上往山下运，一趟下来，大汗淋淋，浑身
就像散了架……”

最感欣慰的事情也有。“看着自己亲
手栽培的苗木，一棵棵地栽种在昔日的荒
山野岭，如今都枝繁叶茂，已成栋梁之材，
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孙向东说。

可是，长期跟林木接触，对森林了解
得越深，孙向东对自身林业知识的匮乏越
感到不甘，迫切需要提升自己的文化知识
水平。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时，作
为林业工程师的父亲深感欣慰，全力支持
自己的儿子在学习上能再进一步。

1993年，孙向东如愿考上了汝南园
林学校。3年的校园时光，他全力以赴，如
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长期的林业
实践加上课堂理论知识，孙向东以优异的

成绩顺利毕业。再次回到薄山林场，他开
始了新的护林征程。

瞭望塔的“眼睛”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时间转眼之间
就到了2008年。

这一年，峰头山老瞭望员王永清光荣
退休。10万亩山林火情瞭望的大事耽误
不得，找谁来接替瞭望员的重任，一时间
成了林场的头等大事。当时，薄山林场负
责人第一时间想到工作勤恳踏实的孙向
东。

“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老场
长跟我说，‘向东，你会工作、能吃苦，你去
守望火楼我最放心’。”看着老场长信任和
期待的目光，孙向东二话没说，欣然接受。

那年10月，孙向东义无反顾地乘坐
摆渡船，一直划向薄山湖南岸大山的最深
处。当时，天目山翡翠画廊的那条乡间盘
山公路还未修建，从薄山湖搭乘摆渡船往
来，是山里人进出大山的最佳选择。

在孙向东的记忆里，自己也数不清多
少次搭乘摆渡船，进出这座熟悉又陌生的
大山。巡山护林，一次次徜徉在这片隔山
隔水的原始森林。挺拔俊秀的毛竹林，高
耸入云的马尾松，还有野蛮生长的麻栎、
橡树等，在孙向东的眼里，就像相识已久
的伙伴。

如今，从林场巡护员到火情瞭望员，
工作岗位虽然变了，但守林护林的责任反
而更大了。从此，他把自己简化成了一双

“眼睛”，一双守望这10万亩山林火情的
“眼睛”。

瞭望塔一层，简易的木梯下，是孙向
东烧火做饭的地方。已经熄灭的煤炉上，
一口盛放着卤菜的铝锅内，汤水上面结了
一层厚厚的油脂，锅底通黑。紧挨着的墙
角里，放着一张木桌，那是老孙摆放锅碗
瓢勺的地方，黑黢黢的桌面显示着年代的
久远。桌子下面，一个塑料水桶里面装着
半桶清水。头顶3米多高的墙壁上，一根
木棍挑着一个竹筐，筐内装着妻子为他准
备的馒头、包子、面条等。

“在山上，吃水比吃油都费事。”孙向
东坦言，“背着两个能装40斤水的胶桶，
山上山下来回一趟，刚来时常常是连滚带
爬，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到山上往往还
剩半桶水。现在来回一趟只需40多分钟，
从山下装多少就能带上来多少。”

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孙向东的语气
里没有丝毫的抱怨，甚至还带着一种胜利
者的口吻。

“只是，这里的老鼠太厉害了，足有半
米来长，夜里用手电筒一照，眼睛油亮油
亮的，它们经常跑进来找吃的，我的干粮
常被它们祸害。”

“天冷的时候，它们有的还会沿着梯
子爬上二楼，爬进我的被窝里。有一次，我

半夜起来，一伸手就摸到一个毛茸茸的东
西，连忙打开手电筒，一看，原来是一只大
老鼠，个头足有两个矿泉水瓶子那么长，
眼睛就那么定定地看着你，一点也不害怕
人。”

每年10月1日到第二年5月1日，是
薄山林场的森林防火戒严期，孙向东必须
独自一人吃住在山上，24小时守在瞭望
塔，看护山林。那几个月，他几乎不下山。
有时遇上了雨雪天气，他会向场领导请
示，经允许后才会下山回趟家，和家人简
单又温情地团聚。

每次孙向东回家，妻子都会为他蒸几
锅馒头和包子，让他带到山上。山路崎岖，
包子有的会被挤烂、开裂，包子馅都撒了出
来。他毫不在乎，饿的时候就抓一点包子馅
和着包子皮一起吃。若不是饿得很，孙向东
就不开伙，甚至连热水都不想烧，夜里实在
渴得不行，就用碗舀一碗凉水解渴。

“灶台没有烟囱，山顶风大，一烧火，屋
内就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再后
来，老灶屋也倒塌了，孙向东干脆把锅碗瓢
盆一股脑地全部搬到了瞭望塔的一层，改
造成现在的模样，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多年坚守，孙向东练就了一种“特异
功能”，睡觉时听见风声立刻就醒。冬春季
节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白天，他连吃
饭都不离开瞭望台；夜里，他怕自己睡得
太死，就定了闹钟，一来二去就养成了习
惯，没风时睡得格外香，风一起立刻就醒。

心在哪里安放，人生之树就会在哪里
生根。15年来，在这座望火楼里发生的故
事太多太多，多得像这大山里的树木一
样，多得像这峰头山的山风一样，一些在
常人眼里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孙向东这
里，已经难起波澜。

山风猎猎，一阵疾风裹着雪花刮来，
松涛阵阵，林中杂木哗哗作响。立在瞭望塔
前的孙向东眺望着远方，那是家的方向。

15年来，孙向东已经与峰头山融为一
体，成为这大山上的一块巨石，成为高高矗
立着的瞭望塔上的一双移动的“眼睛”。

愧疚与遗憾

孙向东第一次登上瞭望塔时，不会想
到自己会成为“名人”。

当他在峰头山度过十几载冬春，经历
过无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孤苦时，他也没
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名人”。当无数荣
誉向他走来，当媒体的镜头一次次向他聚
焦，他也只当自己是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
通的林场护林员。

一个人、一条路、一座山，他把自己最
美的年华都献给了这片山林，给了这座瞭
望塔。39年的护林生涯，15年的独自坚
守，他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寂寞、
艰难困苦，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换来
了10万亩山林安然无恙。看似平凡的坚

守背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和对
亲人的愧疚。

一种遗憾时常折磨着孙向东，那是亲
人离世自己却不在身边的愧疚之情。压
抑、迷茫、困惑、焦虑……在深夜的瞭望塔
顶，在孤独的大山深处，会向他袭来，一瞬
间就将他击垮，让他欲哭无泪，欲语还休。

2018年 3月，正是森林防火的戒严
期，孙向东已经两个多月没下过瞭望塔。
甚至，就在他最为尊敬的父亲重病弥留之
际，也没能守在身边。

3月 28日凌晨，峰头山山顶，山风呼
啸，群山静默在黎明之前的暗夜里，在山
上值守的孙向东彻夜无眠。

在经过长久的思想斗争后，他通过微
信给当时的市防火办主任耿红敏留言：

“父亲瘫痪一年多，于3月 27日下午3时
在确山县盘龙养老院去世。就在昨天父亲
去世时，我不在他身边，仍在瞭望塔。我愧
对父亲，是一个不孝子！父亲明天火化，我
请几天假，望耿主任见谅。我是泪流满面
地给你写这段话的，今夜无眠。父亲是确
山县林业局退休干部，他的一生也光荣地
献给了林业发展。”

耿红敏立即让他放下工作，送老人最
后一程。4月1日，孙向东再次给耿红敏留
言：“我已上山，在瞭望塔！”

这成为孙向东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每到深夜，我眼前甚至会出现幻觉，看到
父亲正大口大口喘着气，眼里满是渴望地
看着我。我朝着家的方向长久地跪着，可
也无法减轻内心的愧疚。”

“我是家里的长子，也是父亲母亲唯
一的儿子，父母年老体衰后，日常全靠四
个妹妹轮流照顾着。”提及父母，这个身材
魁梧的汉子红了眼睛，常年坚守在无水无
电的大山上，面临如影随形的孤独和寂
寥，他没有投降、没有流泪，却在提及父母
的一刹那流下了晶莹的泪花。

“2013年 6月，在母亲弥留之际，我
在外地培训防火知识，也是没能见到母亲
最后一面……”孙向东说着，又是一声沉
重的叹息！

2021年除夕，万家团聚的时刻，陪伴
孙向东的只有呼啸的寒风。孙向东的妻子
常立新远在深圳打工，因疫情无法回来，
儿子孙鹏飞在苏州打工，也无法赶回来陪
父亲过年。一家人就这样天各一方，度过
了一个别样的除夕。

孙向东的手机上，还保留着去年春节
与家人抢红包的记录，儿子先发了一个红
包，留言：“爸爸妈妈，新年快乐！”孙向东
与妻子天各一方，在抢红包的时候，内心
五味杂陈，随后却不约而同地每人给儿子
发了一个红包。

孙向东知道，同为林业家庭背景的妻
子是理解他的，在任何时候都给予了最有
力的支持，更没因为家庭琐事向他发过
火。这也是孙向东能长期坚持下来的另一

种动力。
今年这个春节，孙向东过得格外小

心。“连着几天，我就蹲守在瞭望塔顶层，
清早一看，衣服和头发上都是密密麻麻的
白水珠。”

“不敢合眼，今年燃放烟花爆竹的特
别多，来不得半点松懈。”孙向东说，“防火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盯得紧，及时发现
火情，将损失降到最小，如果麻痹大意，一
旦火势蔓延就可能会毁掉几代人的心血。”

今年春节期间，孙向东及时发现了两
起火灾隐患，都第一时间报告给了上级，
及时扑灭了火，没有给山林造成损害。

“野人”与“诗人”

吃穿住用，这些生活上的不便，对孙
向东来说不算什么，但长期脱离烟火人间
的热闹与繁华，内心的孤寂才是难以逾越
的一座险关。

在大山深处，独守一座无水无电的瞭
望塔，每天面对的是不会说话的植物和乱
石，留下来、活下去，完成好火情瞭望的重
任，战胜孤独带来的压迫感，是必须要过
的一道坎儿。

“这里没有人可以和你说话，哪怕是
吵架，除了树木、石头，还是树木、石头。”
而孙向东排解寂寞的办法，就是登上瞭望
塔，隔着薄山湖，看一看家的位置，在脑海
里想一想自己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

“遇上干旱天气，两三个月不下山是
常有的事。衣服都有味了也没法洗，就连
喝水都成难事。遇到雨雪天气下山时，往
往衣衫褴褛，头发、胡子像乱草一样，浑身
散发着臭味，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同事
都戏称我是峰头山的‘野人’！”

但孙向东依然是快乐的。
工作之余，孙向东最爱做的事情就是

探访这大山里的野生动物。在他眼中，薄
山林场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狐狸、獾、松鼠
甚至野猪都是他的朋友，野生的半夏、桔
梗、益母草、金银花让他痴迷，变幻莫测的
湖光山色更让他诗情大发。

起初，驱除寂寞的方法就是收听桌上
那台收音机，后来智能手机流行，他开发
了更多的“娱乐项目”，看书、写诗歌、利用
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大作”……

“诗写得不好，也没章法，多是一些顺
口溜。”一时间，树木、石块及林子里跑的
野猪、野兔都成了他创作时的对象，“逮着
啥写啥，自娱自乐，写完了就对着茫茫林
海吼一嗓子……”

“春雨就是跳舞的精灵/大山和湖面
是你的舞台呀/百里长卷的薄山山水画
屏……”15年坚守大山，在无水也无电的
漫漫黑夜，孙向东从寂寞中发现了美丽，
从坚守中活出了价值，生命之花在瞭望塔
绽放得格外美丽。

峰头山山顶，距瞭望塔不远处，有一

棵野生皂角树，孙向东刚去的时候，树身如
杯口粗，如今已枝繁茂盛，树身粗若水桶。
山上没有青菜，他就采摘山芝麻叶、野苋
菜、枸杞叶等，撸几片放到锅里就是青菜。

白天闲暇时，天气晴好，他会到湖边
取水，来洗一洗他的衣衫，没肥皂就用那
棵皂角树的皂角洗，天然环保。

巡山途中，孙向东还练就了与动物和
谐相处的本领。“见到野猪不要动，因为野
猪怕人；遇到带着猪崽的母野猪时，要快
速离开，因为母野猪会误以为人要伤害它
的幼崽而攻击人；当野猪把头斜冲你的时
候，可得当心，那是它发动攻击的前兆。”

炎热的夏季，野兔、刺猬、毒蛇、蜘蛛、
马蜂是森林里的常客，孙向东每走一步都
会留意，同时也学会了远离和观察，从不
去打扰它们的生活。

孙向东是全国绿化奖章的获得者，
2016年入选“中国好人”，他还是河南省
文明职工、感动天中十大年度人物等荣誉
的获得者。业内人称孙向东是驻马店林业
人的一面旗帜，当地山民称他是10万亩
山林的“守护神”，但他却说自己就是一名
普通的护林员。“森林涵养水源，产生氧
气，净化空气，是人类的亲密伙伴，一旦出
现火灾，对环境的破坏是很大的。保护好
这片山林，就是在保护天中父老的美好家
园啊！”“只要有需要，我会坚守到退休。”
孙向东说，“能够与这片林海共成长，是一
名林业人一生中难得的机遇。”

“高高的山上，瀑布从天而降，所有看
似虚无的事物其实都有来源。”这是孙向
东最喜欢的一句诗。

如今，他依然在峰头山上无怨无悔地
守护着那一片片茁壮生长的“梦想”。

在薄山林场，像孙向东一样，每一位
护林员都对自己负责的林区有着特殊的
感情，一年四季，他们在林间穿梭，很多
护林员是林二代、林三代，对林区有着浓
得化不开的感情。正是有了他们这样的
林工，驻马店市近 130万亩公益林才能
枝繁叶茂，秀美的天中大地才能愈加苍
翠。

苍山林海，山水相依。70年时光转瞬
而逝。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
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
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习近
平总书记的话深深地刻在了薄山林场职
工的心间。

如今，薄山林场在一代代护林员的
接续守护下，林木蓄积量 5.02 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达 98％，活立木价值 5.1
亿元，是建场以来国家总投资的30倍。

薄山林区不仅有栎类、马尾松等主要
树种，还有珍稀的杜仲、喜树、五加、玉兰
等。林区广泛分布着金银花、野菊花、桔
梗、灵芝、血参、柴胡、元胡等药材植物，狍
子、雉鸡、野猪、野山羊、狐狸、果子狸、獾
等野生动物经常出没。

一种看似平凡的热爱和坚守，一份坚
韧的执着和追求，一代代护林员用生命的
光阴，无怨无悔地守护着绿色梦想。

青山在，人未老。大山护林人的故事
还在续写……①6

那 山 那 树 那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