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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68 岁的张鹤珊就已经踏上山路，

开 始 巡 护 长 城 。 一 把 镰 刀 、一 只 编 织 袋 ，是 他 的

标配。

一路割除杂草，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大家

都叫我‘长城活地图’，这可不是凭空得来的，是靠我

的双脚一步步走出来的。”说起这些，张鹤珊颇为

自豪。

守护长城的路，张鹤珊一走就是 45 年。“长城是

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我还走得动，我就要一直守着

它。”张鹤珊深情地说。

每天 6 公里，巡护长城已
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皮肤黝黑、头发花白，这个花甲老人走起山路来

健步如飞。每天巡护 6 公里、查看 23 个城楼，最快的

时候，张鹤珊只用不到 4 个小时即可完成。巡护长

城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每天都得巡一遍，不

去看看心里就不踏实”。

张鹤珊生于秦皇岛市海港区城子峪村，村子后

山便是连绵起伏的长城。“守护好长城是我一直就有

的想法。”以前，忙农活的他只能偶尔上山去看看，真

正让他踏上巡护长城之路的是“黑家楼”里一块丢失

的石碑。

“黑家楼”是长城上的一个城楼，离张鹤珊家不

远。有一次，他在“黑家楼”里看到一块石碑，没想

到，不久后，这块石碑不翼而飞了。“石碑上记录着长

城的历史，碑没了太可惜了。”几天后，他不顾妻子的

反对，义无反顾地上了山。“祖先修长城，我来守长

城。守住长城，就是守住我们自己的根。”张鹤珊坚

定地说。

从平顶峪到董家口，这段长城约 10 公里，刚开

始时，张鹤珊走完一遍就要花近一天的时间。周围

树高路陡，磕着碰着是常事。“最怕的还是夏天的

野蜂，被蜇了脸就肿得像个馒头。”不过，这些都难

不倒张鹤珊，真正让他犯难的是乡亲们的不理解。

“有人叫我‘闲事篓子’，说我瞎管闲事。”可张鹤珊

有一股倔劲儿：“总有一天，时间会证明我做的是

对的！”

时间的确给出了答案。2002 年，董家口长城景

区设立，带火了当地的乡村游，张鹤珊一下子成为当

地最受欢迎的人。2003 年，秦皇岛市建立长城保护

员制度，张鹤珊成为首批长城保护员。他守护的这

段长城，保持了明长城的原始风貌。在他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保护长城的队伍中。

走访村里老人收集故事，
为研究长城文化留下更多素材

对张鹤珊来说，长城不只是冰冷的城墙和城楼，

“我从小就听长城的故事长大，守护长城，不仅要守

住一砖一瓦，更要守好背后的文化。”

巡护路上，张鹤珊很忙。他不仅要劝走放羊倌、

赶跑偷砖人，阻止别人破坏长城，还要搜寻长城的断

碑和残片，从乡亲们口中搜集长城民间故事。碰上

年纪稍大一点的乡亲，他就拉着对方聊起来，晚上回

家后，就把听到的故事记下来。

2002 年，张鹤珊成为中国长城学会首位农民会

员，从此，他更忙了。

张鹤珊守护的明长城沿线，有许多像城子峪一

样的小村庄。一到晚上，他便带上馒头、花生米、白

酒，开始走村串户搜集故事。“最远的村子离我家有

10 里地，往返一趟要两个小时。”张鹤珊去过十几个

村，走访了近百名老人，搜集了数百个故事。

张鹤珊将这些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与碑文、地

方志、长城百科全书等资料逐一对比考证，最终整理

出 20 多个故事，编辑成《长城民间传说》，2009 年正

式出版。

张鹤珊每天都写巡护日志，如今，他写下的日志

有近 20 本、超百万字。他还把“丈量长城”的任务也

承担了下来。一个人不好量，他就周末拿着皮尺，和

儿子一起上山。张鹤珊对自己守护的每一段长城、

每 一 座 城 楼 的 建 筑 形 式 、材 料 、尺 寸 都 做 了 详 细

记录。

最近，张鹤珊又将自己的日志和读书笔记进行

整理，出版了一本新书《张鹤珊聊长城》，讲述他和长

城之间的故事。“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研究

长城文化留下更多素材。”张鹤珊说。

免费当导游讲解长城文
化，引导人们文明游长城

在张鹤珊的家门口，曾经立着一个木牌，上面写

着“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张鹤珊，免费导游”。

免费导游是张鹤珊想的一个招儿。巡护中，他

发现有些游客乱扔垃圾，甚至还会在城砖上刻字。

张鹤珊看着心疼，但由于不知道游客的进山时间，他

只能事后发现、慢慢清理。于是，张鹤珊萌生了当免

费导游的想法，游客到哪他就到哪，如果有不当行

为，他可以及时劝阻。

“免费导游”的牌子是立起来了，可来问的人却

寥寥无几。张鹤珊主动联系了一些旅游团的负责

人，提出免费为他们当向导，义务讲解长城知识。现

在，有游客来爬长城，张鹤珊一准能知道。还有一些

游客会随身带着垃圾袋，跟着他一起清理长城沿线

的垃圾。

和游客打交道久了，张鹤珊发现，最有效的方式

还是讲解长城文化。有一次，20 多名大学生来长城

写生。在一座城楼里，一个小伙子刚要在砖墙上写

字，张鹤珊没有直接制止他，而是讲起了在这座城楼

里王秀英替丈夫守卫的故事。故事讲完，众人鼓掌，

小伙子也连连道歉。“不爱惜是因为不了解。当大家

了解了长城背后的故事，都会心存敬畏，不忍心破

坏。”张鹤珊说。

这 些 年 ，年 近 古 稀 的 张 鹤 珊 还 赶 了 一 回 时 髦

——学摄影、拍短视频。

夏天的野花，冬天的白雪，巡护路上，每次遇到

美景，张鹤珊都会用手机拍下来，分享到自己的朋友

圈。他还专门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账号。

讲述长城背后的故事，记录巡护路上的趣闻，介

绍关于长城的小知识……两年多来，张鹤珊发布了

700 多条短视频，如今，他的短视频账号有近 40 万人

关注。为了让自己拍摄的短视频更有吸引力，张鹤

珊下了不少功夫。“每次拍摄前，我都会花几个小时

琢磨一下选景和内容，想一想怎么让视频呈现得更

有趣。”张鹤珊笑着说。

空闲时，张鹤珊还会去学校讲课，跟孩子们分享

长城的魅力。“守护长城不只是一部分人的责任，更

应该成为一种文化传承。有更多的人了解长城，就

会有更多的力量保护长城。”张鹤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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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张鹤珊：1955 年生，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城子峪村村民，义务守护

村子附近的明长城 45 年，并收集整理了 20 多个长城民间故事，编辑成《长

城民间传说》。2002 年，成为中国长城学会首位农民会员；2003 年，成为

秦皇岛市首批长城保护员；2007 年，被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保护特别

奖”；曾获“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等荣誉称号。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崎岖的山路，张鹤珊走了 45 年。即使困难重重，

他也从未想过停下脚步。张鹤珊说，这就是一个普通

农民干了一件普通的事，只是因为用心才显得特别。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人了解长城、爱护长城。

张鹤珊的用心不只体现在长年累月的坚持，更

体现在对文物心存敬畏：把一块

块散落的砖块放回原处，清理城

墙上的刻字，一个一个搜集有关

长 城 的 传 说 …… 他 还 买 来 许 多

有关长城和文物保护的书籍，时时阅读。

因为敬畏，所以爱护。张鹤珊想通过自己的努

力，把对长城的爱护、对历史文物的敬畏埋进更多人

心里，一代代传承下去。相信这一颗颗种子，终将汇

聚成一股股保护长城和传承文化的坚实力量。

让更多人了解长城、爱护长城

■记者手记R

北风凛冽，棕褐色的土地集

中连片，上面盖着零星的白雪。

蹲下身子，摘了手套，翻开土壤，

仔细察看，“这块地里的积水都

结冰了，得尽快处理，别影响春

耕育苗。”一边说着，全国人大代

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凤凰山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

凤香一边把木棍插在地头，做好

标识。

“别看结冰地块面积也就一

两平方米，因为涉及春耕，再精

细都不过分。”韩凤香说。

梨树县是产粮大县，耕地面

积达 400 多万亩。去年夏天连

下了几场大雨，韩凤香紧急带着

合作社成员摸排积水情况，连夜

组织挖沟机冒雨疏通、加深田间

排水沟渠。“以前，受灾地块只能

收三四成的粮食。去年，雨水排

得及时，洪涝地块也保住了八九

成的作物。”韩凤香言语间不无

自豪。

治涝排涝，对稳产增产意义

重大。秋收后，韩凤香走访调研

7 处周边村屯。坐上炕头，和村

里“老把式”交流，她得知，农业

生产、刮风下雨，都会逐渐堵塞

挖出的田间沟。

“我们能不能让农田排水设

施更耐用？”在韩凤香看来，已建

成的沟渠需要及时维护。一方

面，农业部门要与合作社形成合

力，调配挖沟机，提前疏通、加深

田间沟；另一方面，针对低洼、积

水严重地块，要因地制宜，在其

周边田间沟内加铺砖头、石块，

做好加固。“把现有资源用实用

好，为田间排涝抢出更多时间。”

韩凤香说。

“人大代表提交建议，扎实

调研是基础，同时也要想得更周

全才行。”韩凤香还在建议里提

出，加大现代化灌溉设备推广力

度，同时普及灌溉智能化、水肥

一体化农技知识，提高农民对干

旱天气的应对能力。

临 近 中 午 ，拍 拍 裤 腿 上 的

土，韩凤香起身回家。她说：“下

午再去找邻居拉拉家常，多听听

大 家 还 有 啥 想 法 ，履 行 代 表 职

责，为种好粮食提好建议。”

韩凤香代表——

科技助农 种好粮食
本报记者 刘以晴

下午 3 时，魏青松放下手

中的案件卷宗，提上公文包走

出律所，顶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来到新一期“苏新讲堂”的活动

地点。作为今天的主讲人，他

将与大家分享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的知识。“魏会长，有什么法

律措施可以更好地保障我们技

术人员创新研发成果的合法权

益？”一位江苏省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联谊会会员提出了疑问。

台上解答，台下思考，大家在交

流中对相关法律知识有了更深

的理解。

魏青松是一名法律人，担

任南京汇业律师事务所主任，

平 常 处 理 着 律 所 大 大 小 小 的

案件诉讼。作为政协委员，他

还 担 任 了 江 苏 省 新 的 社 会 阶

层人士联谊会会长，以新联会

作为重要载体，广泛汇聚来自

各行各业的声音，获得更为准

确 而 丰 富 的 社 情 民 意 。“我 非

常 愿 意 听 大 家 向 我 反 映 各 种

情况和信息，并希望以提案的

方 式 推 动 相 关 问 题 的 解 决 。”

除 了 为 新 的 社 会 阶 层 人 士 提

供无偿的法律咨询，魏青松还

注 重 将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法 律 事

项形成提案，希望能推动法治

进 步 ，化 解 民 生 难 题 。 此 前 ，

魏 青 松 曾 写 过 有 关 加 强 知 识

产权保护的提案，并被相关部

门采纳。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魏青

松 将 今 年 提 案 的 关 注 点 放 在

了 商 业 秘 密 保 护 方 面 。 近 年

来 ，随 着 科 学 技 术 快 速 发 展 ，

商 业 秘 密 在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中

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尤其在高

新技术领域，企业对商业秘密

的 重 视 程 度 也 在 不 断 提 升 。

如何提高企业发展的安全性、

更 好 地 保 护 企 业 合 法 权 益 ，

是 魏 青 松 最 近 听 到 最 多 的

提问。

魏青松的书桌上放着法典

与提案，一头是法律，一头则是

民情，他时刻告诫自己：法律不

能脱离现实，必须立足于实践，

才 能 更 好 地 履 职 尽 责 、建 言

献策。

魏青松委员——

立足实践 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白光迪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记者手记R

“精细”，是采访中韩凤香经

常提到的词。沟渠交错、水井广

布，走进梨树县，农业基础设施

兴修正酣。“基础设施建成了，如

何充分利用好？”从秋收翻地可

能被堵塞的田间沟，到普及精准

灌溉的意识和技术，韩凤香围绕

耕地旱涝问题，扎实调研，着眼

农业生产细微之处，让建议落实

落地，切实可行。

“哪怕能多收获一点儿粮食，

也是值得的。”谈及初衷，她说得

实在。扎根乡村的人大代表，履

职尽责，为种好粮食提

好建议，为抓好粮食生

产贡献力量。

着眼细微处，让建议切实可行
有问题随时随地解答，说起

来轻松，但做起来不易。5年间，

魏青松走进田间地头、车间工

厂，收集基层法律问题，形成真

知灼见，为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做

着自己的贡献。

如 今 ，不 少 人 都

会在工作中遇到法律

问题。魏青松为群众提供了法

律咨询援助渠道，并且将声音

汇 集 起 来 ，成 为 宝 贵 的 提 案

素材。

“群众在哪里，工作就做到

哪里。”魏青松时刻把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放在心间，切实履行

好一名政协委员的职责和使命。

群众在哪里，工作就做到哪里

日前，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车头村，种粮大户卢紫柄正驾驶拖拉机在田里翻耕。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好时节，种粮大户卢紫柄今年承包了 460 亩农田，按照早稻种植时间节

点，倒排工序，抢抓农时，为今年的春耕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陈月明 王海燕摄影报道（影像中国）

春耕备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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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单产，多打粮，打好粮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多打粮、打好粮，

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能。

今年要实施全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

积单产提升行动，启动以玉米、大豆为重点

的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工程，分品种研究

制定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集成组装

综合性方案，建立技术措施集成创新平台，

把各类单项增产技术措施组装起来，由点到

线 及 面 推 广 ，辐 射 带 动 大 面 积 均 衡 增 产

增效。

河北启动实施小麦亩产跨千斤行动，春

节期间派出 1 万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指导服务。广西推进水稻玉米高产

攻关实施方案，安排 4000 万元在全区多个

县开展水稻高产攻关示范，创建 100 万亩水

稻高产攻关示范片，辐射带动全区粮食增产

增效。

提单产，还要提高自给率。农业农村部

表示，实施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力争玉

米示范田亩产提高 100 公斤以上，食用植物

油自给率提高 1 个百分点以上。继续开展

下沉一线包省包片联系指导，突出主攻大豆

等作物单产，集成推广一批高产增产技术

模式。

提质量，供得上，供得优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保障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优质供给。

今年春耕春播，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

提高优质作物品种覆盖率。以“三品一标”

为 抓 手 ，供 给 更 多 绿 色 、有 机 、名 特 优 新

产品。

目前，湖北加快建设水稻集中育秧设

施，安排 8000 万元专项资金实施绿色高质

高效行动。江苏创建粮食示范片 600 个、大

豆油料示范片 100 个，集成推广优良品种、

增产技术，熟化完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内蒙古以玉米、大

豆为重点，统筹安排 1.9 亿元建设 100 个千

亩高产高效示范区。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目前我国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累计

超 6 万 个 ，主 要 农 作 物 绿 色 防 控 面 积 达 到

11.3 亿亩。

当 前 春 耕 备 耕 农 资 供 应 充 足 。 据 监

测，今年春耕生产玉米、水稻、大豆种子供

应 量 38.6 亿 公 斤 ，能 够 满 足 生 产 用 种 需

求。预计春耕期间化肥总体供大于需，氮

磷肥供应充足，钾肥供需紧张情况趋于缓

解，农药、农膜供应均能满足春耕需求。各

地组织机手培训，规范操作、达标作业，切

实提高整地播种质量。预计春耕期间全国

可投入各类农机具 2200 万台（套）以上，目

前大部分农机已检修完成，正陆续投入春

耕生产。

▶ 1999 年，巡护

长城的张鹤珊。

受访者供图

◀2018
年，张鹤珊在

巡护长城。

曹建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