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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穿起迷彩服，戴好安全帽，蹬上解放鞋，再背

上装着水壶、饼干和防暑、防虫、防蛇药的“百宝

箱”，一大早，蓝先华骑上摩托车向大山进发，先

沿着崎岖山路穿过溪流、沟壑，再徒步扎进密林

深处。

这就是蓝先华每天的工作。作为江西省遂川

县五斗江乡庄坑口村的生态护林员，他每年巡山

300 多天，累计行程 3 万多公里，不论炎炎夏日，还

是凛冽寒冬，苍翠山林间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担任生态护林

员 5 年来，蓝先华管护的 4300 亩山林，从未发生

过偷盗和破坏珍稀野生动植物案件。从护林到

造林，蓝先华和 10 多个乡亲组建造林队，用绿色

反哺大山，发展起生态产业，带动乡亲们脱了贫、

致了富，蹚出一条“林农增收、青山增绿、乡村增

彩”的小康路。

绿水青山见证尽忠职守，脱贫攻坚路上留下

奋斗身影。今年 3 月，中央宣传部、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在全国遴选出 20
名“最美生态护林员”，蓝先华获得这一荣誉。

像蓝先华一样，全国有 110 多万名生态护林

员以山为家、与林为伴，他们护林看草、发展产

业，不少人成了技术能手、脱贫致富带头人。在

他们的示范引领下，越来越多的脱贫群众在护好

绿水青山的同时，鼓起了口袋，日子越来越红火。

从“砍树”到“看树”
他就是大山里的“活地图”，

爬山脊、越溪谷，护好生态，全家

顺利脱了贫

蓝先华性格内向，可一提起大山就有说不完

的话：“黄柑坑、草子坑、石结岭……”从巡山路上

的地名，到哪儿有什么树，哪棵树多少岁，林子里

有什么鸟，他都如数家珍。难怪村里人都说，“在

这山里，蓝先华就是一张‘活地图’。”

巡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记者坐上蓝先华

的摩托车，在颠簸的山路上穿行，颠了没多久，老

蓝停下摩托，说道：“这里就是巡山的起点了。”眼

前的小溪水流潺潺，估摸着水深没到小腿。蓝先

华从路旁搬来几块山石，在浅水处垫起一道“小

桥”。我们蹚过小溪，向大山深处走去。

五斗江乡是遂川县的重点林区，森林覆盖率

达 90.8%，可以说满眼是绿。

“过去的大山可不是这个样。”蓝先华说，“家

家种几亩薄田，没啥像样的产业。村里人靠山吃

山，全指望着‘卖木头’。”从 10 多岁起，蓝先华就

跟着父辈进山砍柴打猎。

“卖木头”并没有给乡亲们带来长久的好日

子。“树砍了，山秃了，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村民

们尝到了破坏生态的苦果。”庄坑口村党支部书

记李正浓回忆。

“那个时候真是觉得生活很难。”蓝先华坦

言，2013 年，他的两个孩子先后查出先天性心脏

病，“家里本来就没啥积蓄，更不敢去想那 10 多

万元的手术费。”

精准扶贫政策让蓝先华看到了希望。2014
年，他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免费大病

救助政策，两个孩子在南昌市做了手术，恢复了

健康，蓝先华感到最大的心病一下没了。

负担甩掉了，可靠什么脱贫？

2016 年，遂川县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选聘生

态护林员，每人每年 1 万元管护工资和绩效考核

奖。看到村委会的通知，从小喜爱大山的蓝先华

第一时间报了名。经过层层选拔，他如愿当上了

一名生态护林员。

从那以后，蓝先华每天的工作就是扛起背

包，蹚溪越涧。山里的大多数道路只能步行，远

的要走 7 个多小时，走上 30 余里路。可蓝先华把

这份工作看得很重：“看到这些树在生长，就像自

家孩子一样，很喜欢！”

“每次举办业务培训，蓝先华来得最早，走得

最晚。”五斗江乡林业工作站站长王兴华说，“全

乡 40 多个护林员，蓝先华对山场最熟悉，巡护最

及时，巡山日记最完善，履职效果最好。”

巡 山 的 路 ，大 多 是 泥 巴 路 、长 满 荆 棘 的 羊

肠 小 道 ，最 险 的 地 方 只 能 贴 着 山 壁 走 ，最 窄 的

地 方 两 只 脚 不 能 并 立 。 可 蓝 先 华 一 走 就 是 5
年，一年得走坏 4 双解放鞋。爬山脊、越溪谷，

夏天大汗淋漓，马蜂、蚊子追着人叮；冬天衣服

被汗湿透再被风吹干，又湿又冷。有时已经下

山 往 家 走 ，路 上 看 到 可 疑 人 或 车 辆 进 山 ，蓝 先

华立即再进山查看，“看好树，护好生态，这是

咱的责任！”

当护林员之初，蓝先华没少遭遇村民的冷言

冷语。但他遇上开会就跟村民念叨护林防火、不

能偷猎野生动物，他写好挂在林子里的防火标语

就有几百条。他还当起向导，带着乡亲们进山林

实地探察。村里的“明白人”越来越多，义务护林

队壮大起来。

山还是那座山，干的活大不一样了。蓝先华

说：“过去拿着斧头砍树，如今拿着工资巡山看

树。靠着这份工作，我们全家顺利脱了贫。”

如今在遂川，像蓝先华这样的生态护林员有

1106名，还有 200名天保林、公益林护林员和 210名

国有林护林员。正是他们的执着坚守，助力全县森林

覆盖率从2015年的78.5%增长到2020年的79.09%。

“生态护林员是脱贫家庭的顶梁柱，要让他

们安心上岗、专心护林。”遂川县林业局局长肖瑞

培说，县里为 1106 名生态护林员购买了服装和

巡护设备，他们的手机全部安装了实时定位的

APP。今年 4 月，政府部门为他们全部购买了意

外保险。

“以前山困人，如今人养山，一个战场同时打

赢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两场战役。”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规划财务司二级巡视员郝学峰介绍，全国

累计选聘生态护林员 110.2 万名，精准带动 300
多万人脱贫增收，新增林草资源管护面积近 9 亿

亩，实现了生态保护和脱贫增收“双赢”。

从“看树”到“种树”
除了下笨功夫，还得讲究科

学，每道工序都得一锄一铲往前

赶，带动乡亲们在家门口脱贫

山里的生态一天天好了，蓝先华又琢磨新问

题：不砍树怎么能致富？

这些年，蓝先华走遍山里的沟沟岔岔，对大

山里地形地貌、树种、林龄等情况，都了如指掌，

这一身巡山练就的“好本事”，能否派上新用场？

龙泉林场五斗江分场经营着 13 万亩森林，

营林面积大，可是长期以来人手不够，森林质量

一直不稳定。五斗江分场场长吴国钧说：“造林

三分靠种、七分靠管，种下去管护跟不上，经常会

造林不见林。木材生产周期长，要把林子造好、

护好，必须场户联营，带动乡亲们一起干。”

在得知林场的用人需求后，蓝先华带上自己

积攒的厚厚一摞巡山日记上门了。一笔一画的

记录，各种树种习性的观察，一下子打动了“老林

业”吴国钧。在多方支持下，蓝先华和 10 多个乡

亲组成的造林队，接下了林场 2000 多亩造林抚

育的工作。

打开蓝先华的造林日志，上面清晰地写着：

2018 年造林 300 亩，2019 年造林 500 亩，2020 年

造林 500 亩，2021 年计划造林 600 亩。“造林队抚

育成活率高，安全生产也做得规范，目前没有发

生过一起事故。”吴国钧说。

10 多个人的造林队交出亮眼的绿色答卷，

蓝先华有啥窍门？

“种 好 一 棵 树 ，至 少 要 4 个 月 的 辛 苦 。”蓝

先 华 说 ，头 年 11 月 ，趁 着 农 闲 时 进 山 整 地 、清

理树桩，来年春天趁着墒情好，连续奋战 20 多

天 ，背 苗 、挖 坑 、栽 树 、回 填 …… 每 道 工 序 都 得

一 锄 一 铲 往 前 赶 ，大 伙 儿 分 散 到 各 个 山 头 ，每

天 工 作 超 过 10 个 小 时 。“ 种 树 总 离 不 开 水 和

泥，迷彩服耐脏实用，成了大家伙儿的工装。”

他说。

种树除了下笨功夫，还得讲究科学。“每年春

季，集市上买卖树苗生意红火。不少人随便挖个

坑，一种了之，不去管护，造林成活率肯定上不

去。”蓝先华坦言，造林队也走过一段弯路，“最

初，大家种得欢，盲目上规模，可验收不达标，到

头来还得挖掉补种，损失了不少。”

经过摸索，蓝先华念起了自己的“种树经”：

“要因时因地，避开大多数树木夏季的休眠期，选

树苗要根须发达、侧根健壮且多，尽量避开阴雨

天作业，临时补种更得细心呵护……”

如今，在庄坑口林区，乔灌混交、针阔混交等

不同模式，让“四季有绿”的林间景观错落有致，

造林队的效益也越来越好。

每到年底，造林队算账的日子是蓝先华家最

热闹的一天。沏好一壶热茶，摆上花生、米果，乡

亲们围坐在客厅，蓝先华的手指在计算器上按个

不停，村民依次在“务工名单”上找到名字，签字、

盖手印。屋子里翻页声、点钞机嗒嗒声混在一起。

“多条门路，就能让乡亲们日子过得更好。”

蓝先华说，这些年，不少年轻人外出打工，可还有

人因病或者照看子女老人出不去，他们都是造林

队的骨干，其中九成是脱贫户。去年造林队接了

30 多万元造林任务，除去成本，人均年收入 2 万

余元，干得多能有 3 万多元。

“造林队要想更好地发展，必须让乡亲们尝

到甜头。”蓝先华看重造林质量这块招牌，上门对

接业务，连种带管，跟邻近几个乡镇的林场签下

了长期订单。

越来 越 多 的 乡 亲 通 过 在 家 门 口 参 与 生 态

建 设 脱 贫 。 郝 学 峰 说 ，2018 年 以 来 ，全 国 2/3
以 上 的 造 林 绿 化 任 务 安 排 到 脱 贫 地 区 。 全 国

共组建扶贫造林（种草）专业合作社（队）2.3 万

个，吸纳 160 多万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

年人均增收 3000 多元。

从“种树”到“用树”
“靠山吃山”有了新吃法，好

生态产出好产品，山里特产卖上

好价钱，村民们吃上“生态饭”

蓝先华带记者来到自家黄桃园，满眼翠绿

之中，颗颗黄桃格外耀眼。

“去年产了 1000 多斤，收入 7000 多元。”蓝

先华脸上漾着笑意。这是他利用产业扶贫资

金，在自家的 6 亩荒山种下的黄桃。“个大汁多

味美，我在朋友圈一打广告，订单就一个接着一

个。”蓝先华说，今年黄桃进入盛果期，个个有拳

头大小，“一亩地卖了 5000 多元，许多人就看中

我们这儿的山林绿色、无污染。”

“好生态产出好产品。”蓝先华说，“现在全

村森林覆盖率高达 90%以上，乡亲们再也不舍得

砍树，而是细心呵护每棵树，林下经济、生态产业

越来越火，绿色也能生‘金’。”

“叶子”也是宝。庄坑口村有数百年的野生

茶树，然而村民过去对种茶制茶不上心，野生茶

年复一年由嫩到老。蓝先华看到了商机，“茶树

自然生长几十年，都是绿色产品。”今年清明时

节，他带着乡亲们到山里采了 2000 多斤鲜叶，一

斤卖了 20 多元。

“卖鲜叶不如卖茶叶，品牌野生茶一斤能卖

800 多元。”今年 4 月底，蓝先华和妻子到汤湖镇

狗牯脑茶叶基地学制茶，“下一步咱也要开起加

工厂，自己采自己制，效益肯定翻番涨！”

放眼全县，通过技术帮扶、资金补助等方式，

这片绿叶子变成乡亲们增收的“金叶子”。目前，

遂川县茶园面积 28.2 万亩，产值近 21.7 亿元，近

10 万人从事制茶相关行业，4000 多户靠此脱贫，

户均增收达 4500 元。

百花酿蜜甜。大山里，一年四季有花看不

完。“上百种鲜花都是优质蜜源，酿成的百花蜜可

甜了！”蓝先华说，“养蜂小打小闹不行，必须走标

准化、品牌化道路。”

在村里能人李海斌的带领下，村民用上了装

有过滤装置的新式蜂箱，蜂蜜产量高、纯度好，在

网店里供不应求。如今走在庄坑口村，屋檐下、

果园中、山林里……家家户户都有十几箱蜜蜂。

蓝先华也养了 40 多箱蜜蜂，一年收入 2 万多元。

古树成风景。庄坑口村有一处别致的景点：

一棵胸径 4 米多、高 33 米、树龄 600 年的楠木。

站在树下，蝉鸣阵阵，凉风习习，这两年不少外地

游客专门来这里打卡。

记者走访发现，在遂川，不少村庄里都有古

树。楠木、银杏、南方红豆杉、杉松、樟树……1.4万

余棵古树，成为乡村一道亮丽风景线。“靠着这些

‘活宝贝’，不少乡亲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蓝

先华说。

在茶盘洲那棵“楠木王”下的凉亭里，村民谢

五凤端上一盘刚炸好的花酥。“这是用南瓜花、百

合花等花朵做成的，快尝尝！”来古树游的客人越

来越多，谢五凤开起农家乐，用菜园的蔬菜开发

出了十几个特色菜，400 多元一桌，还得提前预

订，“暑期每天有 1000 多人来村里游玩，今年已

经收入 6 万多元！”

在蓝先华的朋友圈里，每次上传山里的美景

美图，总会引来不少点赞，“咱现在成了好山水的

形象代言人了。”如今，但凡有游客来庄坑口村参

观，蓝先华总会领着到村民的农家乐里吃饭，林

子里产的笋干、香菇这些特色农产品也越来越受

欢迎。致富的门路越来越多，乡亲们护林的积极

性更高了。

绿水青山成了金山银山，乡亲们的“生态饭”

越吃越香。郝学峰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大力支

持发展油茶等木本油料、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林

下经济、竹藤、种苗花卉等生态产业，带动 1600 多

万脱贫人口增收。全国依托森林旅游实现增收的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 110 万人，每年户均增收

3500元。

摆 脱 贫 困 不 是 终 点 ，而 是 新 生 活 、新 奋 斗

的起点。今年庄坑口村陆续有 10 多个年轻人

返乡创业，4 月份，蓝先华当选为洞口组村民小

组长，“下一步要利用林地资源发展黄精、草珊

瑚 等 药 材 种 植 ，进 一 步 扩 大 养 蜂 业 ，发 展 茶 叶

种 植 ，壮 大 乡 村 旅 游 ，我 们 更 好 的 日 子 还 在 后

头呢！”

走在乡村振兴路上，蓝先华又有了新的目

标……

生态护林员蓝先华悉心管护 4300 亩山林，组建造林队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

守好青山 换来金山
本报记者 常 钦

翻开蓝先华的巡山日记，有这么一段

文字让人印象深刻：“山里每个季节都有不

同的花，早春有油菜、紫云英、油桐花，夏初

有板栗、乌桕，秋季有野桂花、球木，冬季有

油茶花，无名野花更是数不清。”

美景背后是越来越好的生态。四季有

绿的林间景观，越来越清的山间溪水，绿水

青山的颜值越来越高。

好生态离不开护林员的悉心呵护。全

国 110 多万名像蓝先华那样的生态护林员，

一边巡山护林，一边积极参与国土绿化、退

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和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生态

保护网才越织越密。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百万生

态护林员守好了青山，也换回了金山。如

今在脱贫地区，林下蜜蜂养殖、中草药种植

等生态产业蓬勃兴起，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等森林旅游景区人气兴旺，土地流转、入股

分红、合作经营等利益联结模式拓展了脱

贫群众的增收渠道，乡亲们在护好绿水青

山的同时，靠着自己的双手过上了好日子。

蓝先华常说，绿水青山是乡亲们的致

富靠山，脱了贫更要管护好它。和蓝先华

一样，如今的生态护林员们干劲更足，护生

态、强产业，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大步奔向

生 产 发 展 、生 活 富 裕 、生 态 良 好 的 幸 福

生活。

让“生态饭”越吃越香

■记者手记R

图①：高标准生态狗牯脑茶园。周建强摄

图②：蓝先华在巡山途中休息。刘祖刚摄

图③：遂川县珠溪客家民居。 周建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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