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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步伐

③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每棵树

进入21世纪，林场对黄柏山森林资源进行了更为科学的分类管
理。河南省国有商城黄柏山林场场长丁大军对笔者介绍说，“我场
采取工程规模造林、集中连片抚育和见缝插绿补植补造相结合的办
法，实行森林分类经营。”

对天然林和重点公益林，林场实行封禁保护；对用材林和人工
中幼林，实行定期抚育，不断提高森林质量。同时开展了杉木丰产
栽培技术研究、黄山松抚育间伐技术研究、毛竹丰产栽培技术研究
等科研课题，为林场的营林生产提供科技支撑。

通过森林培育和管理，2010年以来，林场年均开展中幼林抚育超
10000余亩，新造、改培2000亩以上，同时建立森林联防体系并实行森
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目标责任制，以提高森林生态质量与品质。

同时，黄柏山林场也迎来了“林三代”，他们正活跃在林场的各
个岗位。

乐俊龙原是黄柏山林场护林防火检查站的工作人员，负责黄柏山
林场林木外运检查和森林防火检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主动投入
到疫情防控中。“枣树榜村是进入黄柏山林场的必经之地，黄柏山所辖6
个村，人口6000余人，从武汉返回人员就有200多人。疫情防控任务很
重，我必须坚守在这里，守护好整个场区人的安全。”乐俊龙微笑着说。

距离枣树榜村16公里的筲箕垱林点，林场工作人员朱贤龙正戴
着口罩间伐改培。“疫情逐渐平稳后，生产也要抓紧。我们把小的、
弯的树木伐掉，套种‘鹅掌楸’和‘枫香树’，这样可以改良土壤，生态
效果会更好。”朱贤龙说。

每天天刚放亮，黄柏山林场黄柏山资源管理站站长朱贤银就已
吃过早饭，穿上橙色防火服，带上磨得锃亮的镰刀，进山巡防。砍砍
杂草、去去枯枝，消除隐患是他每天进山的“必修课”。在总面积达
20.4 万亩的林海中，驻守在八大林区近 40 个林点中的 60 多位像朱
贤银一样的护林工人，日夜巡防其中。

“林区工人和山区群众都深谙此理：只有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每棵
树，像对待生命一样呵护每片林，才能保青山不老、万古无虞。”黄柏山管
理处主任纪道宝感慨地说，“自2003年起，我们实现了连续18年无重大
森林火灾、无森林资源损失、无扑火人员伤亡事故发生。”

“这里山是绿的，水是甜的，空气也是甜的”。黄柏山的优美风
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黄柏山林场依托丰富的山水资
源，从2008年开始，实施了由单一营林生产向旅游产业双向发展的
战略大转移，近10年时间，完成了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和景区综合配
套服务设施等工程，组建了导游队伍，基本形成了集吃、住、游于一
体的旅游服务网络。旅游开发使黄柏山林场实现了由“砍树卖树吃
饱饭”向“看树观景吃好饭”的转变。

旅游业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当地村民发展农家乐70多
户，运输商贸户20多户，种植香菇、大别山玫瑰、山木耳、鲜竹笋等土
特产品，开展油茶、茶叶、野蜂蜜等农产品加工。截至目前，黄柏山
森林总资产达 65 亿元，职工年人均收入是当地同行业职工的 2 倍
多。全场70余公里林区公路实现了高标准硬化，现代化办公大楼优
美壮观，职工公寓整洁舒适，林区林点功能齐全，林农民居生机盎
然，森林景观秀丽迷人……

“ 资 源 ”“ 环 境 ”“ 生 态 系
统”，人们在谈及生态文明建设
的相关话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各项实践时，总是离不开这三
个关键词及其涉及的领域。自中
共十八大以来，随着环境保护工
作的不断加强，不重视环境的倾
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
然而，在一些人看来，只要重视资
源、环境就已经足够了，至于生态
系统则无关宏旨。

我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一句
话：既要重视资源、环境，更要
重视生态系统。其理由主要有如
以下：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
地球生物圈中，包括人类在内的
所有生物都需要资源和环境的支
撑，而满足这一需求的前提是自
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果人类只
顾及自身需要利用资源、环境，
而不顾及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
力，势必对其他生物乃至整个生
物圈造成伤害，并最终危及人类
自身。

从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服
务功能看，生态系统与资源、环
境是“一体两用”的关系。如果
只重视资源、环境，而不重视生
态系统，势必导致生态系统退
化，使人类失去生存家园。

中共十八大和中共十九大报
告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
件，都高度重视自然生态系统的
保护。譬如：“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 就 是 说 ， 人 是 自 然 的 产
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人与自然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
和谐共生的一体关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就是说，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
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
只要维护和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
质量和稳定性，就能创造生态财
富、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增进
民生福祉。

“统筹山水林田天湖草系统
治理”。就是说，地球生物圈是个
统一的整体，圈内各生态系统是
相互依存、协同进化的有机链条，
自然生态系统的治理是一项系统
工程，要统筹兼顾、综合施策……
如此等等。

这就充分说明，既要重视资源、
环境，更要重视生态系统，已不仅是
当今社会的共识，也是党中央国务
院的重要决策部署。对此，我们一
定要自觉遵循，决不可掉以轻心。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蕾切
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说过
的一段话，“对自然界所受威胁的
了解至今仍很有限。现在是这样
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眼
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
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

如果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
的专家学者和各地干部，都能认
真领会蕾切尔·卡逊这段话的深
刻含义，在“眼盯着”资源的同时
都能“眼盯着”环境，在“眼盯着”
资源、环境的同时都能“眼盯着”
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将自然生态
系统置于它本身应有的位置，那
么本文开头提及的那种模糊认
识，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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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大别山，峰峦秀美，森林茂密。在茫茫

林海中，隐着一片仙境——黄柏山国家森林公

园。这里沟谷清幽、草木茂盛、山色秀美，是河南

省森林覆盖率最高、集中连片人工林面积最大、

活立木蓄积量最多、林相最好的国有林场。

上世纪 50 年代，黄柏山处处荒芜。从 1956

年开始，一代又一代林木工作者用青春和生

命，将一座座荒山植成了绿海。如今，黄柏山

林场森林覆盖率达97%，氧气充足，空气负氧离

子浓度瞬间峰值可达 47.8 万个/每立方米。水源

充沛，每年为鲇鱼山水库涵养水源 1.6 亿立方

米。2006 年，黄柏山被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

2016年，黄柏山被评为全国森林经营样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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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让荒山披绿装

黄柏山位于河南省商城县南部、大别山腹
地，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总面积20.4万亩，是华
东、华中、华北地区的过渡地带。历史上，曾经
郁郁葱葱的黄柏山，因连绵战火和人为砍伐，
几十座山峰的树木所剩无几，只留下陡石和荒
草。因水土流失严重，黄柏山每年向淮河重要
支流灌河倾泻泥沙无数。

上世纪 50 年代，响应国家“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的号召，“商城县国营黄柏山林
场”正式成立，有志青年来到林场，扎根深
山植树造林。

“初建场，只有 7 个人。县里抽调数百名

社员，在场部背后的山坡上一下子栽植了
3000 多亩杉木苗，这是黄柏山历史上第一片
人工杉木林。”在黄柏山林场总部的大院里，
已经 80 多岁的第一代林业工人熊笃开向笔者
讲述起当年的艰苦经历。

那时工人们搭草棚，睡地铺，风餐露宿，每天
要炼山、整地、挖槽、栽植、除萌、抚育、砍灌、割
藤。所有树苗都是靠人从60里外的达权店挑上
山，星夜出发星夜归，第二天必须栽下去，如果不
尽快栽下去，苗木的存活率会非常低。

熊笃开说，住在深山里，交通不便，生活用
品要到几十里山外长竹园供销社买，而且还是
限量，当时有一首打油诗特别能形容黄柏山林
场职工生活困难：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挑碳
的，仔细一看是林管站的。

虽然生活艰苦，但工人们干劲充足，他
们秋天上山采种，冬天砍草整地，春天育苗
栽树，夏天砍灌护苗，一年到头都有干不完
的活儿，大家浑身充满着劲儿。种树，是他
们唯一的目标，种树，是他们喊了一辈子的
口号。

熊笃开老人回忆说：“三九天挖穴整地，穿着
单衣还直冒汗。那会儿磨刀石可金贵，俺们中午
一下工都抢着去磨刀。大伙儿不比旁的，就比干
活，我比你干得多我就光荣。那时候兴写简报，
越表扬，越干得欢。”“看着树苗一年年长高，就像
我们的孩子一样。”

通过十六年艰苦创业，让黄柏山出现了
第一片郁郁葱葱的人工林，林场职工也由最
初的7人发展壮大为上百人。

②宁可人下岗，不让树下岗

到上世纪 70年代后期，林场大面积人工造林基本结
束，黄柏山披上了绿装，到处生机盎然。林场工作重点也
从造林转为重点加强人工林抚育管理和低产林更新改
造，全面提高森林质量和林地生产率。

当时，如何让幼林既成林又成材，解决林场生计，是急需
破解的难题。1972年，根据当时的河南农学院老师赵体顺对
杉木林进行间伐的建议，在林场员工张培丛带领下，林场开
始对杉木林进行间伐试验，并逐步探索出“砍小留大、砍弯留
直、砍稠留稀”的抚育间伐经验。在这一过程中，林场不仅在
林业上获得第一笔收入，也促进了木材蓄积量的迅速增加。

黄柏山地处大别山区，人均耕地少、粮产低，对于当
地的老百姓来说，林场郁郁葱葱的树苗就是他们眼中的
钱袋子，盐罐子。一些不懂法又为生活所迫的村民曾偷
偷上山砍树，趁着夜色运到湖北卖出去。这让护林员们
伤透了脑筋，也一度成为村子和林场关系紧张的主因。
林场职工不分昼夜同盗伐分子做斗争。

如果说林一代是“创业”造林，那么“林二代”就是“守江
山”护林。45岁的汤昌兵是个“林二代”。他1992年上山的
时候，才17岁，子承父业成长为一名熟练的林工。他待得
最多的地方，是林场里最艰苦的瞭望岗。林场最怕山火。
每年“十一”到第二年“五一”，是林场最为紧张的防火期，瞭
望岗需要护林员不间断把守，四周一轮换。上面没有水没
有电没有信号，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就着手电筒的光读

书、写防火巡查日记。汤昌兵工作的地方只有一个不足十
平方米的瞭望岗，就这样一个巴掌大的地方还足足开了6个
洞，每个方向至少一个，便于护林员随时观察火情。冬天山
上最低达到零下10摄氏度，即便这样，护林员也不敢生火取
暖，在林区，一点点火星都可能酿成不可预见的灾难。

到上世纪90年代末，偷树的渐渐少了，林场护林压力减
轻，但经营却陷入困境。此前，国家已对国有林场实行“事
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收自支”的管理体制，国有林场要自
己“找饭吃”，树木成为“吃饭树”，有些林场出现了竭泽而渔
式的毁灭式采伐。

2002 年，余英禄开始主持黄柏山林场工作时，他说：
“把这些树像孩子一样抚育了几十年，为了‘吃饭’把它砍
了，真不忍心。而且，砍了就没有了！职工们都不答应。
宁可人下岗不让树下岗！”

第二年，黄柏山林场在河南率先推行国有林场人事
改革：一批人守业，一批人离岗，一批人另谋出路。“当年就
省下100多万元，相当于把500亩以上、40年成材林留在了
山上。”余英禄说，没有一个分流出去的职工去他办公室

“讨说法”，为了保护这片林子，这些职工不得不离开林子，
离开心爱的黄柏山。余英禄感慨地说：“我们定下原则，林
木蓄积的消耗量一定要小于增长量，有多少钱就发多少工
资，这片林子是我们勒紧裤带，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林场不仅不砍树，还要再种树。黄柏山林场租赁周
边乡村山场4.2万亩，全部栽上树。林场的面积扩大近一
倍，由一个不足 6万亩的小型贫困林场，蜕变为拥有 10.6
万亩后备资源的中型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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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导学生测量树木胸径 （资料图片） 旅游带动农家乐发展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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