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三

——宝鸡日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特别报道

我与祖国共成长
载辉煌历程

4版

策划：胡    平   陈    亮   陈继良

编审：袁炳权   朱振涛   杨    波

总策划：徐红斌

责任编辑：崔婷婷  董建敏  于虹  李敏  刘林忠

宝鸡苗木培育中心退休职工王长存

从双脚踏勘到智慧护林的大变迁
本报记者 马庆昆

“我当时所在的眉县槐芽

林场共 4080 亩，位于渭河南

岸，村庄就在林场周围，林场

内的道路与村民共用，给管护

林增加了难度。为防止盗伐，

我们 24小时轮流巡查。如今，

林场都安装了摄像头，利用科

技护林，太先进了！”

现年 75岁的王长存毕业

于陕西省农林学校，先后在眉

县槐芽林场、陕西省苗木繁育

中心工作，多次被评为护林防

火先进个人。他对当时既当护

林员，又当林业技术推广员的

工作记忆犹新，对宝鸡林业的

发展变化由衷赞叹。

1973 年，王长存在眉县

齐镇南寨村磨石沟林场当护

林员，那年夏季，林场刺槐树

发生虫害，好多树的叶子被

吃光。作为护林员，他们首先

联系农业专家，研究解决办

法。最终，购置机动喷粉器等

器械及药物，组织灭虫。王长

存说 ：“那时候打药，都是我

们和请来的村民一起，手抬

肩扛喷粉器、药剂，在树林里

穿梭。”树林里基本上没有

路，石头上长满苔藓，坡陡路

滑，大家走走停停，喷一会换

一个地方，特别艰难。药粉喷

到树上，一部分又飘落下来，

沾到皮肤上灼热难受，眼睛

睁不开，鼻子里也吸进了药

粉。有时施放烟雾剂杀虫，先

找准风向，人在上风处，顺风

施放，山里地形复杂，风向多

变，经常是正在施放烟雾剂

风向突然变了，人就处在了

下风处，烟雾直接向护林员

扑过来，把人包裹在里面，呛

得人泪流满面。五六千亩的

树林，他们几十个人喷了一

个多星期才喷完。王长存笑

着说 ：“喷完药后，连续几天

大便都是白色的，现在想想

都有点后怕。不过，现在条件

好了，林管站防止盗伐、防治

病虫害利用科技手段，即使

林子发病也会很快诊断出病

情，对症下药，利用直升机、

无人机喷药，很快就能解决

问题。”

说起之前的护林生活，王

长存说，那时生活条件也差，

自己盘灶，在居住地附近种点

菜，从家里带面粉，巡林回来

赶紧和面、烧火做饭。那时候

大家每天就是一碗面，煮熟放

点菜叶就是一顿美餐。想家

了，也只是拿出照片看看。说

起这些，王长存并不觉得苦，

反而感觉能为国家林业作贡

献很充实、很有成就感。

2000年，槐芽林场重新整

合资源，成立了陕西省苗木繁

育中心，建成全国面积最大的

种苗基地，苗木品种达 500 余

种；之后，又引进蝴蝶兰等

百余种名贵花卉，2005

年被命名为“西部兰花

生态园”并对外开放。

近些年，林场条

件大提升，水泥路、高

压电直通林管站，通信

网络基站建到了山顶。

职工的生活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好多场部

搬到了城镇，有的建起了漂

亮的家属楼，护林职工不再为

孩子上学、家属生活担忧。许

多自然风光好的林场建成

了森林公园，不但能

游玩，还能

住 宿，以

前的深山

老林变成

了旅游

胜地。

“如今，宝鸡森林覆盖率

位居关中第一，并获得‘国家

森林城市’的荣誉，这些成绩

的取得，也与我们几代护

林员悉心守护密不可

分！”王长存高

兴地说。

市林业局退休干部李明科

见证了黄土裸露变身满城苍翠
马庆昆  王帆

数条河流从市中心缓缓流

过，空气清新沁人心脾，处处绿

树成荫，鲜花四季盛开；从城市

到农村，街道干净整洁，大

小公园星罗棋布，健

身广场数不胜数，

吸引许多

外 地

人购房定居……这就是宝鸡，

闻名全国的生态宜居城市。

“上世纪 80 年代前，宝鸡

可不像现在这么美，站在市区向

北看，北坡黄土裸露，市里还经

常有沙尘暴，当时生态环境很不

好。”与共和国同龄的李明科说，

“为了把生态环境搞好，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市委、市政府决定

从绿化北坡入手，提出‘先绿后

美，奋战 5 年改变面

貌’的目标。当时我

作为基层绿化单

位的一员，到

北坡植树。土

硬、干 旱，

只能栽耐

旱的刺槐

树、女贞树，

由于自然生

态环境差，

成 活 率 很

低，只有不停浇

水、不停补栽。努力

了几年后初见成

效，从金陵河往

西的坡面上

绿树成

片，基本遮住了大片黄土。”

李明科是岐山人，年轻时从

陕西省林业学校毕业，之后被分

配到市林业部门工作，退休后仍

在市老科协发挥余热，为我市生

态保护工作奉献一生，参与和见

证了宝鸡生态环境建设的发展

过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凤

翔五曲湾或者姚家沟到麟游县，

一路的山上只有草，很少有树。

岐山周公庙附近有点树，再往

外，哪有大树林！大部分山区县

都这样，山上的坡地大多荒芜

着。好多村庄里也没有大树，风

一吹黄土漫天。”由于工作原因，

李明科经常去各县区，对当时的

情景记忆犹新。如今，曾经荒凉

贫瘠的西北小城成了生态大市，

他甚为感慨：是宝鸡几代人接

续努力的结果。

1998 年前后，市上响应国

家号召，提出建设“山川秀美的

大西北”“天然林保护工程”，成

立各级相关领导小组，发动大家

行动起来，治理江河、飞播造林、

减少污水排放、减少水土流失，

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宝鸡生态

环境逐渐向好。随后，市委、市政

府提出建设“森林城市”“美丽宝

鸡”，动员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

干部职工和驻宝部队官兵全面

参与，对全市台塬坡面、道路两

旁、水库周围、旅游景区、铁路沿

线、村庄内外、角角落落，进行生

态美化整治，栽花、种草、植树，

掀起全民生态绿化热潮。

“特别是近些年，‘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使大家明

白了生态环境好了经济才能可

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空前提高，并转化为自觉行动，

宝鸡的生态环境建设更上一层

楼。”李明科说，全市从城市到农

村，对山川河流水资源、庭院内

外、厂矿企业等全面进行生态治

理。陈仓区西山地区的部分村庄

还建起了污水处理站。全市正在

努力减少碳排放，向碳中和目标

奋斗。

“就拿宝鸡高新区马营镇燃

灯寺村为例，如今，村内外树林

茂密，街上古树参天，休闲广场、

各家门前绿树红花，太美了，简

直就是一个大花园。”李明科说，

不光燃灯寺村，走到宝鸡的任何

一个村子、城市街道，哪里都很

美，宝鸡被评为生态宜居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当之无愧！

生 态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