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身迷彩服,一生青山情
万木峰27年护十万余亩林海无恙

孙家闯看望唐金连。 受访者 供图

“我生在大山，长在大山，别人总说我敬
业，其实我没有什么感受。护林是我的工作，
但更是我身为大山的孩子该做的事情。”9月
17日，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高望界管理站站长万木峰向三湘都市报记者
说到。成为护林员后，万木峰默默扎根在古丈
县高望界林场， 用热情和汗水守护一方绿水
青山，一干就是27年。

“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大山”

万木峰出生于1974年9月， 身为古丈县
人， 他从小便十分热爱自己生长的大山。而
“万木峰”这个名字仿佛也预示着，他的人生
将与大山、森林密不可分。1997年12月，曾是
军人的万木峰退伍后成为了古丈县高望界林
场一名护林员，今年，已经是他守护森林的第
27年。林海成为了万木峰心中神圣的净土，他
对森林的守卫，是责任，更是使命。

高望界保护区地处武陵山脉中段， 管辖
9.77万亩国有森林，树木参天，山峰叠翠，云山
雾海。万木峰就是这里的护林员，他的值班点
被称为古丈的“西伯利亚”，由于地处高寒山
区，空气湿度大，尤其是到了梅雨季节，居住
的值班室整天云雾缭绕，被子湿乎乎的。他经
常晚上睡不着觉，年纪轻轻就染上了风湿，而
常年独居在深山中，下山非常不易，于是也买
不到风湿膏， 只能靠仅有的白酒涂擦解痛，夜
晚病痛发作时， 只能辗转着忍受。“一般的病
痛，都是忍过来的，这么多年也养成习惯了，对
于我们护林员来说， 这些小伤小痛都不算什
么。”万木峰说到。于是，驱寒的酒，是他必备的
生活物品；身边的狗，是他最亲密的伙伴。

万木峰所在的班点不通路不通电， 食物
要靠自己背，喝水要靠自己挑。为了节省从山
下运输食物的时间， 万木峰还自己在山上种
上了菜， 还养了些鸡鸭。“我要把时间节约出
来巡山，上万亩的山林都要靠我们来守护，基
本上每天都要走几十里山路， 解放鞋经常穿
不了多久就被磨破了。”万木峰说。

“我是大山的儿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大
山。我当过兵，还是党员，护林的辛苦对我来说不
算什么，我只希望能一直守护这片森林。”一身迷
彩，一个袖章，一把畲刀，就是万木峰的护林武装，
这身“武装”让万木峰扛上了不少责任与担当。

他还有个名字叫万木“封”

万木峰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万木“封”，是
高望界林场的周围群众给他取的。 军人作风
造就了万木峰极强的原则性， 一旦发现盗伐
和盗猎者，他决不放过；面对盗伐和盗猎者的
围攻他毫不畏惧。因为还有过硬的军体技能，
因此他被周围群众称为万木“封”。

在万木峰的回忆中，护林中遇到的危险
时刻数不胜数。2006年11月20日傍晚，万木
峰接到场部通知， 有一辆装运非法木材的
车将从林场路过，要他时刻注意动向。碰巧
这晚又下起了大雨， 他在公路边的草丛中，
冬夜里大雨淋湿了衣服，虽然全身发冷，但
他坚持4个多小时一动不动，终于在装运车
辆出现时，与森林警察一道将4名犯罪嫌疑
人抓获。

2010年5月9日， 他发现3个人盗伐林木，
毫不胆怯冲上前去，与3名手持大砍刀的盗贼
发生了正面冲突，在一番激烈的搏斗后将3人
擒获。

2015年3月的一天， 他随森林警察去办
案，途中因路滑坡陡翻车，万木峰身负重伤，
四肢长骨8处骨折，还有几根肋骨骨折，多处
软组织严重挫伤。手术后，他的四肢装上10多
块钢板。在家养伤不到半年，刚能够下地走路
他便要求上班，领导要他休息，他却坚持道：

“我的岗位在那片森林， 只要我还在一天，我
就不能离开森林。”

27年来，万木峰一直战斗在护林岗位上，
先后执法林木偷盗案件178起，参与处理林木
盗伐事件30余次， 协助森林公安抓获犯罪嫌
疑人20多人， 及时发现和处置森林火警40余
次，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万木峰现已24岁的女儿说，父亲爱岗敬业，
把整个生命都投进了护林事业中，而自己身为女
儿，与父亲见面的时间加起来都不到600天。

27年来， 万木峰始终无愧于自己的党员
和军人身份，用热血和执着守护着国家的绿
水青山。对万木峰来说，那片山和山上数不
清的树木，构成了他心中那个辽阔的世界。
山与树不言，却用深深浅浅的绿色向用一生
守护它们的人致意。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高煜棋 通讯员 黎伊珈

万木峰（右）在巡山护林。 受访者 供图

扫码看视频

“唐奶奶，中秋快乐，这是一点小心意。”9月17日，
中秋佳节之际， 长沙市湘江新区麓谷街道麓谷雅园小
区内上演着温暖的一幕。 湖南好人孙家闯和中国好人
唐金连热络地交谈着。

这是孙家闯连续看望孤寡老人和高龄老人的第9
年。“我希望爱可以传递，善意可以延续。”孙家闯的初
衷简单而朴实。

连续9年，他给他们带去无数温暖

团圆之际，长沙城内四处萦绕着温暖的氛围，大家
都在家中享受着欢聚时刻， 孙家闯却早早地踏上了温
暖之旅。

“要好好准备， 送物资也要送老人们真正需要的，
比如唐奶奶年纪大了，月饼不能吃高糖的，要健康点。”
细致如他，他仔细地挑选着物资。这是他在中秋节为孤
寡和高龄老人送温暖的第9年。

而之所以选在这个日子送物资，也是因为他深知，
团聚的日子中，这个群体更需要被关爱。1975年出生在
安徽的他，曾在空军某部服役，2012年转业至长沙，至
此定居于长沙。“我自己是外地人，所以这种节日，我就
想着做点什么。”

说做就做，9年间，每个中秋节，他都用自己的方式
给予着这些孤独的老人们一份温暖。

不仅如此，孙家闯还热衷于公益事业，从退伍转业
开始，他不仅一对一帮扶社区残疾人，还会资助困难学
子……诸如此类，他始终奔波在帮扶他人的第一线。

好人和好人，温暖需要被传递

今年的温暖有些“特殊”，孙家闯去往的是唐金连
的居所。72岁的唐金连因坚持3元理发，20年不涨价的
事迹荣获中国好人的称号。 而作为湖南好人的孙家闯
也深受感动， 他一心惦念着要去看望唐金连，“唐阿姨
因为自己有精神疾病的女儿受到邻居们的照顾， 而坚
持理发不涨价回馈善意，这本身就是一种爱的传递，我
去看望她也是另一种爱的传递。”

专注于公益事业多年的孙家闯深知， 公益事业的
内核就是坚持和传承，他作为小辈理应向唐金连学习。
对比起唐金连20年的坚持，他的公益之路还很漫长。

“我会继续坚持下去，尽我所能帮助那些身处困境
中的人。”谈及未来，孙家闯坚定而认真。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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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9年自掏腰包,“好人”看望“好人”
退伍军人孙家闯热衷于公益事业：希望爱可以传递，善意可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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