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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县地处钱塘

江源头，森林覆盖率高

达 80.96% ，2021 年

森 林 植 被 碳 储 量

640.1 万吨，被誉为中

国最绿的县域之一，空

气质量、生态环境状况

指数常年居全省前列。

开化县通过融入

森林城市群建设布局，

项目化推进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深入实施国

家公园锦绣行动、珍贵

彩色健康森林、“一村

万树”等重点增绿添彩

造景工程，现已创成国

家森林乡村 5 个、省级

森林城镇 11 个、省级

“一村万树”示范村 17
个、省级生态文化基地

7 个 ，完 成 林 相 改 造

5.3 万亩，国家公园森

林景观持续优化。

与此同时，绿色发

展之路在 2236 平方
公里的开化大地上蔚

然铺展，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通道正在

打通，目前开化自然资

源资产总量超 2500
亿元，GEP（城市生态

系统生产总值）超700
亿元。

53 岁的护林员汪

树龙，家住衢州开化县

洪源村。沿着村里一条

小路往上，肥鸡飞出栏

杆沿路啄食，旁边是他

家的小菜园，有辣椒和

小葱，继续往上，地上掉

落大量栗子壳，栗子很

大，捡起几个揣在兜里

继续向上，有几棵自家

种的油茶果树，红花的

已经采摘，白花要再等

等。

这也是汪树龙从小

和父亲常走的路，那时

他是伐木工，放火烧山

种地，偶尔打猎，靠山吃

山。变化发生在 2001

年，开化古田山保护区

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2008 年 ，汪 树 龙

成为护林员，2015 年，

他在古田山安装了第一

台红外相机，如今，红外

相机网格遍布开化各大

保护区。

我像爱我的孩子一样

爱着开化的每一座高山，

爱这里清澈的水和灵动的

飞鸟，我愿意一直在这里

守护着它们。

——汪树龙

从砍树打猎到护林科研，一个伐木工20年的亲历——

不一样的靠山吃山

2022.10.14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家屏/版式设计：王喆/责任检校：冯懿雯2022.10.14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家屏/版式设计：王喆/责任检校：冯懿雯 26

汪树龙巡山走的是几乎无人去过的小路汪树龙巡山走的是几乎无人去过的小路

说——TA

说——说——
祖祖辈辈，一条小路挑柴砍树

汪树龙巡山的土路边，每隔几米就能看到一个

大洞。那是很久之前，村民们用来存放红薯种子

的。上世纪70年代，洪源村每户人家都会挖这样一

个洞，而这片山的树是集体的，谁都能来砍，谁家的

劳动力多，便能背更多的柴。

汪树龙家里兄弟三个，他是老大，书读到初一就

不读了，让给弟弟们读，他就跟着父亲上山劈柴打野

味。彼时艰苦，汪树龙每天都琢磨靠什么填饱肚子。

最开心的事情是打到黄麂，汪树龙从小会做套

索陷阱，用尼龙绳打一个抽结，编一个触发片，再砍

一段树杆插进土里。把陷阱放在动物大概率会经过

的路中央，等上一周，再去看成果。捕猎大多时候在

冬天，捕获猎物便带回去与全村分享。

村民无地可种，便靠伐木为生，今年砍完了这片

山，明年换一片继续砍。为了能砍更多的木头卖钱，

汪树龙经常住在古田村的一座破庙里，带的馒头数

着日子吃，一住就是半个月。

砍树、烧炭，村民们赚着最辛苦的钱，却承受着

频繁破坏生态带来的困扰——有几年大雨，发了大

水，淹了不少房子，自那之后，便很少有人在河边造

房子了。古田山上光秃秃一片，造纸和木材产业让

这里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1997 年，开化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生态立

县”发展战略，关停 200 多家高污染企业，大规模封

山育林。汪树龙还记得，那时县里来了不少领导到

山里考察，每次都是他带路，路上，领导们给汪树龙

讲为什么要封山，为什么要保护树木和动物，汪树龙

听得多了，便隐隐对这些做法有了新的认知。

20年巡山，黑熊黄麂尽收眼底
家乡没了木材，不少村民一时失去经济来源。

千禧年前后，洪源村的不少村民背上行囊，去城里打

工，汪树龙的两个弟弟，也在那时去了城里做装修。

也是那时，村里陆续开始拿着政府给的公益林

补贴修起了新房。汪树龙家的房子就是那时候盖起

来的，砖瓦房，比木头房子和土墙结实，更防水。修

了房子，汪树龙一度离开开化，跟着弟弟们的脚步去

杭州做餐饮，做了一年多，他不习惯，又跑了回来。

汪树龙还是爱大山，得知老护林员要退休，汪树

龙第一个报名。成为护林员，也是回归了老本行，他

背上儿子的旧书包，里面有蛇药和八宝粥，在腰上缠

上一把砍刀便开始巡山。他在山脚的显眼处挂个红

袋子，专门装垃圾。山里的小道如有新鲜脚印，他便

钻到林子里看看有没有套索陷阱⋯⋯

巡山走的是几乎无人去过的小路，汪树龙用砍

刀把路边的枯枝砍掉。树林间的小路被厚厚的落叶

覆盖，穿着板鞋走上去一步三滑，而汪树龙早有

准备，他的胶鞋和绿色迷彩服和大山几乎融为一

体，走时用砍刀拨开厚厚的落叶。

汪树龙在路上遇到过野猪、黑熊、黄麂，还有穿

山甲。穿山甲最是有趣，一看到人便把身体缩成球，

快速滚着离开。野猪和黑熊不会主动攻击人，但身

边有崽的时候除外，他曾见过一大一小两只黑熊对

着他低吼，他便默默退开。

见得最多的还是黄麂，自从大山成为保护区后，

村民们不打猎了，它们便也开始繁衍生息，村民们见

到受伤的黄麂，也会把它送到保护站去。汪树龙会

留意动物们的脚印，三十多年了，这些脚印也有变

化，以前有黑麂的，还有豺狗和豹子的，但现在它们

几乎都消失了，汪树龙总觉得，这是自然法则，人类

可能永远无法参破。

40年老路新修，“下山去，走大路”
从山脚到达汪树龙放置红外线摄像头最近的一

个点位，要走将近三个小时。路上会跨过一条小溪，

汪树龙捧起溪水大口喝起来，“这水比矿泉水还要甜

嘞，没污染。”他笑着说。7 年前，科研人员带着第一

代红外线摄像头来到这里。

汪树龙成了这些科研人员的向导，他们教汪树

龙如何看地图上的等高线，如何使用 GPS 定位器，

汪树龙教他们怎么识别野生动物的涉道，选择什么

路下山。慢慢地，汪树龙从护林员变成了一名农民

科学家，他上山的背包里，也加上了红外线摄像头、

地图、记录表和GPS定位器。

到达摄像头旁，汪树龙熟练地打开盖子，展示起

自3月安装这个摄像头以来拍下的动物，野猪、黄麂

都是老朋友，惊喜的是还拍到了一对白鹇。

能拍到这么多动物，离不开汪树龙对这片开阔

地的精准预判——这里是野生动物们翻山头最近的

一条路，这里有一小块平地，周围都是树，且离大路

足够远，动物大概率走东西方向，因此摄像头对准北

面，便能最大概率拍到更多的动物。

这样的摄像头，7 年来汪树龙参与安装了近

1000 台，遍布在开化大大小小的山里。2016 年，钱

江源国家公园正式成为全国首批10个、长三角经济

发达地区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而古田山，也

成为了野生动物科研基地，吸引了大批科研人员前

来做生物多样性研究。

这些年，红外线摄像头迭代好几次，“马上要来

一批新摄像头，到时候拍到的画面能实时传到手机

里，也不用跑这么远来看了。”汪树龙说，这些年他几

乎走遍了开化所有的山。有时候一整天呆在山里，

中午喝山泉水，吃小鸡腿和卤鸡爪——家里生活好

了，伙食也变好了，再也不是万年不变的八宝粥。

一个月前，国家公园拨了一笔修路款，铺上石台

阶，汪树龙带着十几个村民重新修了这条他走了四

十多年的土路，路边生长着各类树种，枫香、杨梅，还

有锥栗，返程的一路细细指认，视野也越发开阔。他

指着山脚的油茶果树说着——

“下山去，走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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