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神农顶民兵哨所采访，“传承”

是历任民兵说得最多的话题之一。

前不久，一部名为《神农卫士》的

微电影，作为湖北省军区的专题教育

教材播出，引发官兵热议。电影主角

原型，就是神农顶民兵。

那一年，第 1 任哨所民兵袁裕豪上

哨，家里靠妻子罗忠清一人支撑。一

次，一场大雨冲垮了家里的土房子，罗

忠清心里满是委屈，一气之下赶了两

天山路，到神农顶找丈夫离婚。来到

哨所，看到头发胡须蓄得像“野人”一

样的袁裕豪，她顿时心疼得掉了泪，满

腔怨气烟消云散。回家后，她把孩子

托付给母亲，陪着丈夫一起值守，两人

成为神农顶哨所首任夫妻哨。

17 年后，受父亲影响，袁裕豪的儿

子袁选斌也向组织递交申请书，要求

到哨所值守。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

虽不能像父亲那样参军保家卫国，但

我志愿当哨兵、守哨所。”

在神农顶民兵哨所，袁选斌与妻

子潘世菊一守就是 8 年。走进哨所，楼

道两边墙壁上悬挂的历任哨所民兵名

单中，有 5 任是夫妻哨。

“我当过兵，我不上谁上！”“我年

轻，我就应该上去！”采访结束后，7 任

哨所民兵的这些话，久久萦绕在记者

耳畔。他们中多数人已青春不再，但

回想激情燃烧的岁月，依旧心潮澎湃。

传承，不仅在哨所之上。哪怕离

开 哨 所 ，他 们 惦 记 最 多 的 事 依 然 是

护林。

第 2 任哨所民兵谭志刚下哨后，组

织安排他到社区工作。现在，他经常进

村入户，宣传森林防火常识。谭志刚说：

“神农架林区值得我们一辈子守护。”

第 3 任哨所民兵王洪下哨后，每个

月仍有 10 天时间上山开展野外巡护。

“把最珍贵的资源完整地交到下一代

手中，就是一种幸福。”守的是眼前，望

的是未来，这就是王洪的幸福观。

第 6 任哨所民兵李军下哨后，在景

区负责防火瞭望、资源管护巡逻和旅

游接待服务等工作。李军说：“不管在

不在哨位，我们每任哨所民兵，都是永

不退休的防火护林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正是凭借着一腔赤

诚，7 任哨所民兵始终坚守在哨位上，

接续守护，不负青山。神农顶民兵用

传承宣誓：守山护林永远都有接班人。

一种传承

守山护林永远都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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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

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进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10月 30日，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神农

顶民兵哨所，正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的王大志，郑重记下这几句话。

王大志是神农顶第 7 任哨所民兵，

今年是他上哨的第 7 个年头。对这位

身处大山之巅的民兵而言，最敏感的字

眼莫过于“生态”二字。

理念之深，源于转型之变。今年 49

岁的王大志，曾是林区木材厂工人。从

当年的开山伐木到今天的守山护林，王

大志亲眼见证了神农架的生态巨变。

坐落于鄂西边陲的神农架林区，是

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两项世纪工程的绿

色屏障和水源涵养地，素有“华中之肾”

“华中之肺”“华中水塔”的美誉。为支

援国家经济建设，神农架一度大举开山

伐木，引发诸多生态问题。2000 年，神

农架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一批批林场

工人响应国家号召，放下伐木刀，成为

护林员，王大志就是其中一员。

“神农架人历来是靠山吃山，过去

是‘木头经济’，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

端上了‘生态饭碗’。”看着壮美的林海

绵延不绝，王大志满脸自豪。

在神农架林区，森林病虫害被称为

“不冒烟的火灾”，一旦蔓延，森林将遭受

灭顶之灾。民兵哨所有个不成文的规

矩：哨兵上岗第一件事，就是学习病虫害

防治知识，人人掌握过硬的专业技术。

他们总结出一套具有神农架特色的蛀干

害虫测报技术、食叶害虫综合监测技术，

经验做法受到国家林业部门肯定，林区

连续多年没有发生较大森林病虫害。

在神农顶民兵等护林人的带动下，

守护绿水青山已成为神农架当地群众

的一种行动自觉。

“这里的树我一棵都不砍，要留给

子孙后代。”林区木鱼镇青天村村民林

廷 洪 说 ，他 不 舍 得 砍 伐 自 己 种 的 树 。

过去，因为超计划采伐，他受到严厉处

罚。后来，他开始栽种“还债林”，发展

绿色有机茶。如今，林子已有 5000 余

棵胸径 20 至 30 厘米的树木。2017 年，

他被授予林区“生态保护模范”称号。

如 今 ，护 林 已 经 成为当地人的一种生

活方式。

“生态保护人人参与，生态成果人人

共享。”林区人武部部长董帅告诉记者，

10年来，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林区

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好，各方游客慕名

而来，旅游业已成为神农架的支柱产业。

一种转变

从“木头经济”到“生态饭碗”
神农架的秋天，是美丽的季节，也

是神农顶民兵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的

时节。

“全方位观测，无火情。”10 月 17 日

中午 12 时 19 分，经过一番仔细的防火

瞭望后，王大志在《值班日志》上认真

写下观测结果。寒来暑往，厚厚的《值

班日志》积累了几十本。

“历年来火情比较多的是高脚岩方

向。”王大志指着瞭望塔西边的一个山

头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护林员，得有

从林海中找到烟点的能力。这里每座

山头的名字，他都烂熟于心。7年来，每

天多次巡逻瞭望，尽管枯燥，但每一次

他都认真细心。

哨所民兵的极度谨慎，源于多年前

那场刻骨铭心的痛。20世纪 80年代初，

林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白天扑灭

了，晚上又燃起来，把整个天烧得通红。”

目睹当年情形的第 1任哨所民兵袁裕豪

下定决心，“决不让森林大火重演”。

风干物燥，森林里树木有时遇火

即燃。每到这个季节，望远镜就成了

哨兵不离身的物件。今年 73 岁的袁裕

豪至今记得第一次报告火情的场景。

“当时发现一处山头冒黑烟，我立即往

山下跑，一口气跑了 10 多公里才找到

电话报警。”袁裕豪说，当时传递信息

只能靠双腿。

民兵也是兵，也要守土有责。美丽

的神农架对游客而言是美景，对神农顶

民兵而言却是沉甸甸的责任。哨所民

兵每天都要频繁登上瞭望塔观察火情，

在重点地段巡逻，一次要 1个多小时。

如今，林区已形成“天上有飞机、

山 头 有 监 控 、路 口 有 探 头 、村 中 有 巡

护”的森林火灾预防体系。科技在进

步，值勤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民兵们

心里的“防火弦”没有丝毫放松。

多年来，神农顶哨所民兵累计传

送电报 2 万余份，记录监测数据 9 万余

条，发现、扑救森林火情 50 余次，林区

连续 42 年没有发生大的森林火灾。神

农顶民兵哨所先后被表彰为“荆楚楷

模”“神农卫士”。

这些年，随着神农架生态越来越

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还赋

予民兵一份重要职责——生物监测。

长期的工作使民兵们对各类生物

了如指掌。第 5 任哨所民兵袁选斌的

妻子潘世菊，能根据各种植物叶片上

出 现 的 症 状 ，对 大 气 污 染 作 出 判 断 。

她还利用地衣、苔藓等敏感植物制成

大气污染植物监测器，进行定点观测，

为当地生态环境局提供第一手资料。

一种使命

“神农卫士”坚守绿色哨位

“山脚盛夏山岭春，山麓艳秋山顶

冰。”诗人眼中的神农架，五彩斑斓，风

景如画。对哨所民兵而言，守望风景也

是一种孤寂。

深秋，记者从木鱼镇出发，沿着逶

迤的山路盘旋而上，拐了上百个弯，一

座迷彩哨所浮现在眼前。哨所瞭望平

台上，“华中第一哨”几个字格外醒目，

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神农顶常年雨雪，一面崭新的国

旗一般不到半个月就得更换一次。”王

大志告诉记者，过去大雪封山时这里很

长时间都见不到人影，袁裕豪他们那时

候才叫艰苦。

1985 年，林区决定挑选思想素质过

硬、身体条件好的民兵到神农顶哨所值

守，退役军人袁裕豪成为第一人选。

“当过兵的人，吃苦不算什么。”接

到任务后，袁裕豪二话没说，只身一人

背起行囊，翻山越岭来到哨所。

无 水 、无 电 、无 通 信 。 哨 所 里 ，木

质窗户挡不住凛冽山风。在哨所的第

一晚，袁裕豪彻夜未眠，但他没想过离

开。

群山无言，见证神农顶哨所民兵坚

守的春秋冬夏。第 2 任哨所民兵谭志

刚曾在巡逻途中遭遇暴雪，饥寒交迫中

滚落半山腰，凭借顽强的意志坚持到救

援队到来；第 4 任哨所民兵王少清曾与

妻子在深夜与盗猎者勇敢对峙，最后配

合公安干警将盗猎者一网打尽。

神农顶民兵哨所是华中地区海拔

最高的哨所，一年之中最低气温达零下

30 摄氏度，氧气稀薄。常年驻守在这里

的民兵，大多落下了风湿等疾病，但他

们从未退缩、从未言悔。“组织挑选我到

哨所值守，我就要把事情做好，不辜负

组织的信任，任何时候都不当逃兵。”袁

裕豪道出心声。

近年来，在军地共同支持下，哨所

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不仅通了自来水、

有了电视机、连了网络，还修建了直达

哨所的水泥路。然而，哨所民兵和家人

团聚的机会依然不多。艰苦没有消磨

意志，更没有动摇当好“神农卫士”的决

心，历任哨所民兵困难面前不低头，将

奉献镌刻在万顷林海。

“我们号召广大民兵以神农顶民兵

为榜样，积极参与地方植树造林、森林

防火、河道治理等工作，当好生态文明

建设生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堰军

分区政委雷勇说。

一种精神

将奉献镌刻在万顷林海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中华民族

一直寻求的永续发展之路。“我们不能

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

发展”“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 ，像 对 待 生 命 一 样 对 待 生 态 环

境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祖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神农架林

区有了时代注脚。新时代 10 年，是神

农架生态改善最大的 10 年，也是民生

改善最快的 10年。10年前，神农架贫

困发生率超过 30%；如今，绿水青山成

为幸福靠山，林区人稳稳地端起了“生

态饭碗”。神农顶哨所的民兵，过去大

多当过伐木工，现在都成了护林员。

在“伐”与“护”之间，什么会带来更多

福祉，他们的转型作出了最好的回答。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新征程上，生态是一

道必答题，考生包括每一个你我。近

年来，全军官兵牢记“环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在加

强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参与驻地生

态文明建设，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

要力量。

“时代楷模”、河北省军区原副司

令员张连印退休后，毅然回到家乡，

绿化荒山、防风治沙，改善生态、造福

村民，为环境改善和风沙源治理作出

了突出贡献；“时代楷模”、空军某运

输搜救团一大队，长期担负飞播造林

任务，以让沙漠变绿洲的坚定信念，

几 十 年 如 一 日 播 撒 绿 色 ，为 荒 漠 地

区、沙漠地带筑起绿色屏障。

民兵亦兵亦民，遍布城乡，组织

起来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在投身

生态文明建设上大有可为。近年来，

湖北省军区注重发挥民兵人地两熟、

就近就便的优势，积极配合地方党委

政府参与禁渔禁捕、植树复绿、巡山

护林、森林防火等工作，为保护生态

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三峡库区，湖北 8 个长江沿线

人武部响应长江大保护的号召，组织

民兵成立“清漂队”“禁渔队”“水质监

测队”等分队，有力支援地方沿江绿

色生态走廊建设。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

江口库区，十堰军分区组织民兵参与

治理荒山荒坡大会战，大规模开展植

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生态

建设，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

良 好 生 态 是 普 惠 的 民 生 福 祉 ，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新时

代革命军人和广大民兵理应赤诚为

民 ，助 力 书 写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新篇章。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王国明

神农架林区大神农架林区大

九 湖 国 家 湿 地 公九 湖 国 家 湿 地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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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果。。 任任 勇勇摄摄

袁选斌袁选斌（（左一左一）、）、潘世菊潘世菊（（左二左二））

观察植物生长状况观察植物生长状况。。 张张 龙龙摄摄

神农顶几任哨所民兵登上哨所神农顶几任哨所民兵登上哨所

瞭望台瞭望台。。 尚绪文尚绪文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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