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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区国有白马山林场，一场
淅淅沥沥的小雨过后，薄雾环绕在山
头。山路湿滑，护林员刘春涛和同事们
又一次踏上了巡护之路。

今年 50 岁的刘春涛是白马山林场的
一名护林员，1992 年被聘用到白马山林
场工作，看管白马山 16.8 万亩山林，与林
为伴，以山为家，在这片深山中，刘春涛
已坚守了30年。

30年，未曾回家过一次年
1992 年，深知父母工作的林场地势

偏僻、交通不便、通讯不畅、信息闭塞，凭
着对大山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刘春涛毅
然决然从父母手中接过护林员的“交接
棒”，回到了生养他的白马山林场，穿上
护林装，当起了这片林场的护林员。这
一干就是30年。

“不怕你笑话，快 50 岁了，我去过最
远的地方就是重庆主城。”30 年的护林岁
月里，刘春涛走过最多的路是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的林场山路，他人生的大部分
时间也都奉献给了这片林场。

在很多人眼里，白马山长达三个多
月的绵长冬雪期，不仅能给整个白马山
带来一片宁静，也给林场的安全工作带
来一份“轻松”和“安宁”。殊不知自然的
风险减少，人为因素又成为“捆住”刘春
涛的“绳索”。

“每到年底，山里在外的年轻人都陆
续回家过年，免不了祭祀先祖，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也正因为如此，每年春节，
我都要留在山上，进行一场年底防火宣
传，而这也意味着，不能回家与妻儿团

聚。“记得有一年春节，儿子第一次带女
朋友回来，本该回家和他们一起过除夕，
但过年期间是护林关键期，这里条件艰
苦，又不想让他们上山陪我，只能一个人
呆在山上了。”

从 18 岁到 50 岁，刘春涛没有在家团
过一次年。被问及工作辛苦与否，这位
满头皱纹的护林员笑着说“一点也不苦，
都习惯了”，问及除夕夜里心里是否也念
着家里的团圆场景，这位朴实的汉子微

微抬起头说到“还是会想家”。

30年，未发生一起破坏森林资源现象
初春时节，站在海拔 1800 米的白马

山黄柏淌防火瞭望塔上，极目四望，绿意
蓬勃，林海莽莽。

白马山国有林场，位于我区中南部，
南与贵州省道真县毗邻，西与南川区接
壤。这里岗峦起伏，山势险要，一片片山
覆着一片片林，里面藏有多种珍贵动植

物。
刘春涛的工作，便是守护好这里的

绿树鸟鸣。
一把柴刀、一壶水、一个望远镜、一

份干粮、一条毛巾，这是刘春涛每次进山
巡护的标配。30 年来，他都是这个习惯，
只要不下大雨、暴雨，他都和同事们雷打
不动地进山巡护。“这些年进山巡护，鞋
被磨破多少双我都记不清了。”

“同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
近日，刚完成巡山任务回到防火检查站，
看到山路中有人想要吸烟，刘春涛边喊
边小跑着追了过去。讲政策、做登记、收
打火机……经劝说，这位村民扭头下了
山。

“目前已进入森林防火期，发生一点
意外，后果不堪设想。”每年一进入春秋
两季防火期，刘春涛几乎没有休息日，24
小时守在在重要卡口，丝毫不敢懈怠。

“只要林子安全，少休息一会儿没事。”
30 年来，刘春涛走遍了管护区的山

山水水、沟沟岔岔，管护的林区属于哪个
林班，有多少小班、有什么树种、有多大
面积、林龄分布情况如何，哪个山林地块
属于火灾火险易发地，哪个地方干燥潮
湿，他都如数家珍。

从 1958 年白马山林场建立以来，65
年时间里，祖孙三代一起守护责任区内
实现了零火灾发生，也未出现滥砍盗伐

林木，非法采矿、开垦、乱捕野生动物等
破坏森林资源现象。

65年，三代接力守护一片青山
你为什么选择做这个工作？

“我奶奶是白马山林场的第一代护
林员，父亲也在 15 岁时就来到林场工作，
除了父亲，母亲和姑姑也都是白马山林
场的护林员，祖辈、父辈们对大山的守护
和热爱从小影响着我。后来，我也从事
了这个工作，而且一干就是30年。”

“那个年代不比现在，水、电、路都不
通，巡林全凭一双腿，遇事全靠一张嘴，最
远的竹坝管护站，去一次就要三天时间。
最可怕的是，巡护路上遇到野猪等猛兽，
只能快速爬到树上躲着。”说起曾经进山
巡林的经历，刘春涛至今心有余悸。

生在林场、长在林场、工作还在农场
的刘春涛如今也屡添皱纹，虽然人生的
大部分时光都在山里，刘春涛却从未有
过怨言，因为这片林场，不仅是家乡的山
家乡的林，也是其长辈多年守护的地方。

“对于白马山这片林区，我熟悉得不
得了，哪里有珍稀树种，哪里有河流小
溪，哪里是野生动物常活动的区域，我都
记在脑子里。”刘春涛说，30 年时间匆匆
而过，我经历过很多危险，也见识过很多
大自然的神奇，如今的白马山越来越美，
我愿意继续守在这里，守护好武隆的这
一片绿水青山。

“你看，这几棵树是我参加工作那年
种下的，如今它们都已经长成大树了。”
抚摸着一棵棵参天大树，刘春涛万分感
慨，“树高了，我却老了！”

30年接力守护 只为青山苍翠
——记区国有白马山林场护林员刘春涛

本报记者 张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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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再行）3 月 21
日一早，白马山林场护林员刘春涛就
穿好迷彩服，踏上登山鞋，拿上防火工
具，与护林员们一起，开始了一天的巡
山护林工作。作为基层林长，刘春涛
比过去更加忙碌，山林巡护、宣传护林
防火知识、制定林区管护计划、促进管
护措施落地……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围绕“生态优

先、旅游引领、三产融合、强区富民”发展
战略和加快建设成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
地、绿色发展创新示范区目标，充分发挥
林长制统领作用，以坚守“防火”“防虫”
为底线，以攻坚化解森林资源“四乱”突
出问题为抓手，以建立完善科学的林长
制考核评价机制为手段，以健全网格管
理机制，推进发展林下经济、“智慧林长”
综合管理平台为重点，推动林业各项工

作真落实、出实效、见成果。
目 前 ，我 区 充 实 完 善 了“ 三 级 林

长+网格护林员”责任体系，按照林长、
网格护林员“两个全覆盖”的要求，落
细落实林长管护责任和网格护林员巡
护责任。在全区 26 个乡镇（街道）和 5
个区级部门设立了林长办，纵向落实

“三级”林长共 473 名（其中区级林长 8
名，全区 26 个乡镇（街道）及 2 个国有

林场设立林长、副林长共 81 名，214 个
村（社区）设立林长、副林长共 384 名），
网格护林员 1452 名，各级林长密集巡
林解决涉林突出问题，基层林长制运
行效能得到明显提升。同时，采取系
列措施推深做实林长+警长、林长+检
察长等工作协同机制，强化林长制督
查考核统揽林业工作机制，强化部门
联动，收到了较好成效。

武隆：以林长制推动林业工作真落实出实效见成果

本报讯 （记者 张再行）近日，记者从区林业
局获悉，去年，全区完成营造林 14.01 万亩，种出一片
又一片青山绿地。目前，我区森林面积达 284.23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65.6%。

“强力推进乌江‘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积极
推动渝东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巩固退耕
还林成果、持续推进村镇绿化建设，开展包括义务植
树在内的一系列活动，营造了全民植树、全民参与的
氛围。”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我区完成营
造林任务13.9万亩,占年度任务的100%。

随着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开展，我区相关部门、
乡镇（街道）围绕沿路、沿河湖、沿集镇“三沿”以及生
态脆弱重点区域，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
草、石漠化综合治理、防护林建设、陡坡地生态治理
等林草生态建设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多途径、多方
式持续推进国土绿化行动。

除了栽种树木，我区还不断强化森林资源保护

力度，建立健全区级、街镇级、村（社区）“三级林长+
网格护林员”责任体系，实现全区林长制管理责任全
覆盖。完成 2021 年森林督查反馈 114 个问题的查处
整改工作及 2022 年森林督查 712 个图斑的区级现地
自查工作。新建森林防火道路 5 公里、生物阻隔带
4.8 公里、防火步道 12 公里、林下通道 7 公里、复合阻
隔带 24 公里；新建森林消防水池 60 个、智能卡口 18
处，确保森林资源安全等。

下一步，我区将围绕乡村振兴部署，提升特色林
果基地产能，巩固扩大森林惠民成果，最大限度地发
挥林业的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效益。加大
林业产业扶持力度，加大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及设
施农业投入的扶持力度，加大对冷链物流储存、加
工、销售环节的扶持力度，延长产业发展链条，增加
产品附加值。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加强对乡镇、企
业、广大种植农户加强常规性技术培训和指导，提高
林果种植和管护水平。

我区森林面积达284.23万亩
森林覆盖率6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