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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人喜欢走到户外，寄情山野，徒步古
道。正因此，出现了一批“古道守护人”，他们穿
梭在山野乡间，为守护古道一方平安默默奉献。年
近六旬的周森彪，正是这群山间“孤勇者”中的一
员。

立春后，长兴县煤山镇乌石古道，游客络绎不
绝，周森彪开始忙碌起来。巡山、清理杂物、保持

道路通畅、排查隐患预防森林火灾，每天徒步巡山
30多公里，这些都是他的工作常态。他熟知这条
古道的历史文化，每当有游客问起，他都能准确
地讲述古道背后的故事。该古道因有乌石浪奇观
而得名，横跨浙苏两省，穿越悬脚岭、五通山、
宜兴竹海等风景区，全程30多公里。周森彪对这
里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春季是盗挖野生植物的
高发期，挖毛竹笋、映山红和兰草花等野生植物的
事件时有发生，只要让周森彪撞见，就会立即制止

并宣传教育。
这些年，因为坚持原则让周森彪“得罪”了不

少人，但他从未动摇。他坦言：“看见不文明的
事，必须要管。”在他眼中，古道不仅是一条山
路，更是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文化长廊。

近年来，我市加大古道修复保护力度。据市林
业局统计，目前全市共有109条古道。每条古道都
会有像周森彪这样的“守护人”保护，他们用脚步
丈量山路，用责任守护生态。 周森彪用柴刀清理灌木枯枝，保持古道畅通。

崎岖的山路在周森彪脚下崎岖的山路在周森彪脚下““如履平地如履平地””。。

守护古道的“孤勇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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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银杏树发芽关键期，“古树医生”们观察树木长势。

把脉古树的“森林医生”

陈海正在给古银杏树皮取样。 古树养护团队在古银杏树周围土壤
采集样本。

每株古树都有“一树一码”身份牌，扫码便可
查看其品种、胸径、冠幅、树高、树龄等信息。

古树养护团队实地勘察古树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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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穿梭在郁郁葱葱的山野
间，与古树为友，与害虫为敌，保护绿色森林。
这些有爱的人被称为“古树医生”。

长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
站长陈海就是一名“古树医生”。2023年，他被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为“全国最美森林医生”。他和
古树养护团队，十多年如一日爬山头、钻荆棘，
风吹日晒，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每一株古树。

长兴县小浦镇八都岕作为浙江省古银杏树重点
分布区域，因其境内3516株百年以上的古银杏而
闻名，被誉为“中国银杏之乡”。但由于病虫害、
挂果过多、土壤肥力不足及板结硬化等因素，造

成银杏树叶片枯黄、落叶提早衰弱等现象。
陈海和古树养护团队为古银杏树研究提出一

套集健康诊断、抢救复壮、病虫防治、养护管理
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保护措施。指导各村组建“银
杏守护人”队伍，实施专业化养护，加强常态化
监管和数字化管理，确保每株古树都得到个性化
保护和养护。

在这些“古树医生”多年努力下，3400多株
衰退古银杏树恢复生机。去年，八都岕古银杏长
廊接待游客153万人次，综合收入2.45亿元，走出
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杏福”共富之路。

“古树医生”们用自己的力量守护每一株古
木，为青山“把脉问诊”，为农林业无私奉献
着。

周森彪提醒上山劳作的村民注意森林防火。

周森彪通过手机GPS定位，记录巡山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