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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旺，男，1951年10月生，滁州市南谯区

大柳镇皇甫山林场退休职工，2018 年 2 月同时

荣获“滁州好人”“安徽好人”称号，2018年11月

荣获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称号，2019 年 1 月

入选“2018 心动安徽·最美人物”。以高青旺一

家四代为代表的林场职工，60个春夏秋冬，坚持

不懈植树造林、护林，让十多万亩荒山变身林

海，谱写出“塞罕坝精神”的皖东实践。

荒山人未老，为绿而白头 从一棵小苗到13.4万亩林海

皖东“新愚公”几代传承 让荒山变“金山”

提起皇甫山，在皖东地区如今已是林海、森林氧

吧、旅游胜地的代名词，谁曾想到，60年前，这里还是

一片光秃秃的荒山。60年来，从一棵马尾松小苗到

13.4万亩林海，以高青旺家庭为代表的林场几代人传

承不息，不向艰苦的生活环境低头，用坚忍不拔的斗

志和永不言败的担当，一代接着一代干，筑起一座永

恒的绿色丰碑，也让昔日的荒山变成了一座“金山”。

□ 记者 胡昊/文 高斌/图

“龙窝水库、马鞍桥、大黑洼、獾子洼、张大

洼、油坊洼……”对自己曾经无数次跋涉过的山

头，高青旺如数家珍，一口气报出了 30 多个地

名，颇为自豪。

1957 年，在爷爷奶奶、父母带领下，高青旺

一家从肥东举家迁移到皇甫山林场，一家人从

此扎根荒山。

上世纪50年代，皇甫山林场建场初期，条件

异常艰苦。“刚到这里，到处都是荒山，什么都没

有。”没有房子住，高青旺一家就搭马架子、盖窝

棚，“一家 12 口挤在马棚里，每天就是拿起铁锹

种树，放下铁锹睡觉，周而复始。”

十几岁开始，高青旺就开始跟着父辈上山植

树，浑身都是力气。高青旺至今都记得他栽下的

第一片林子、第一棵小苗，如今最粗的树木他自己

已经合抱不过来，冬天刨树凼，春天栽树苗，栽树

时“5人一组，一天一人要栽600棵”，高青旺说，大

家天不亮就开始背着树苗和干粮上山，一直干到

天黑了才回来，在山上一干就是一整天。在没有

机械化作业的年代，所有工作都“靠力气”完成。

“这些山林树木就像自己的孩子，我看着它

们一天天长大。”高青旺的爷爷奶奶在这里工作

了10年，父亲工作了14年，母亲在这里退休，而

一株株树木和一片片林地，也见证了高青旺自己

的成长、结婚、生子和退休。

简单、枯燥、辛苦，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击退

高青旺和皇甫山林场人的斗志，和塞罕坝同期

建场的皇甫山林场人，就这样肩扛手抬，一锄一

锹，硬是让满目荒山渐渐披上了绿色，“再难，都

要把所有山头种满绿树！”

高青旺从十几岁在山上种树，先后干过一线

工人、铁匠工、瞭望员。1985年，年仅34岁的高

青旺和两位工友在伐木时，一棵被间伐的大树突

然倒下，砸向工友，高青旺冲上前去推开工友，自

己的双腿被大树砸成粉碎性骨折，从此落下残

疾，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再也不能栽树了。”

在场里的安排下，高青旺登上了皇甫山的

最高点，开始担任望火台瞭望员，每次要在山顶

呆4天，吃喝拉撒全在小小的望火楼上。“看似简

单，其实很辛苦，每15分钟要瞭望一次。”更可怕

的是那种孤独感，但是高青旺在望火楼一呆就

是 18 年，直到退休。18 年里，高青旺每天守护

着周边数万亩山林，从没有一次误报漏报。

青山绿了，而高青旺也渐渐白头。从高青

旺爷爷、父母开始的第一代造林人，到自己第二

代继续艰苦创业，现在，高青旺的一双儿女高

红、高峰等第三代造林人又接过了父亲的接力

棒，成了山里的护林员和森林防火队员，而在高

青旺的家庭，已是整整四代人将青春和汗水挥

洒在崇山峻岭。高青旺家族先后24人在林场工

作，至今仍有7人奋战在林场一线。

其实，这样的“新愚公”不止高青旺一位，在

皇甫山林场，三代、四代家庭代代传承，扎根荒

山造林的比比皆是。现任林场场长的刘绪香，

就是土生土长的林场人，现年已 90 多岁高龄的

父亲刘文先，拿出自己的“建场功臣”证书向记

者展示时，脸上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仿佛又回

到了自己艰苦奋斗的岁月。

刘绪香1987年参加工作不久，就在1988年

带头成立了林场第一个青年突击队，在先辈的

感染下，刘绪香干起活来也“不惜力”，1992年被

提拔为副场长，并一步步成长为场长。如今，刘

绪香弟兄姊妹四人，哥哥是邻近藕塘林场的场

长，一个妹妹是本场普通林业职工，一个妹妹在

三界林场。

1976 年开始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夏家锦说，

刚调来时没想到“我是场领导，可是我也没有

床”。“怎么办？我自己用树棍和绳子攀了一张

床，就睡在上面。”“60 多年来，林场职工从最初

的几十人，到如今的 688 人，正是以高青旺等家

庭为代表的林场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一代一代

人的坚持，才有了皇甫山的今天。”

后期，守着几万亩山林，林场人仍然过得不

富裕，刘绪香场长跟记者说的最多就是三个

字：“舍不得”。2003 年，林场最困难时，工人只

发一半工资，砍了树就可以卖钱，但是全体林

场职工达成了一致：不砍！这么好的林子，砍

了舍不得啊！

百年大业，万众“创森”
“金山银山”留子孙

初春时节，站在皖东最高点举目望去，皇甫山层林尽

染、满目苍翠，旖旎风光和清新空气让人陶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真是太对了，你瞧

这皇甫山，树、果子、杜仲的树皮、树叶，哪样不是钱？还有

生态旅游，可受欢迎了！山是万宝山，树是摇钱树！”高青旺

指着眼前的青山绿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如今，皇甫山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91%，昔日的荒山

如今成了集国家森林公园、自然生态保护区和国家3A级旅

游景区为一体的绿水青山，并被誉为“中国森林氧吧”“中国

最佳森林康养目的地”，特色民宿和林下经济项目蓄势待

发，绿色旅游蓬勃发展。

而作为皇甫山林场所在地的皖东大地滁州市，已于

2015 年正式吹响了“生态强市”的号角，开始了打造“江淮

绿色门户，醉美山水亭城”的“创森”行动，仅 2018 年，就完

成造林21.33万亩，封山育林6.1万亩，建设森林长廊示范段

51.4公里，完成义务植树500多万株。并采用网格化护绿、

项目化增绿、产业化用绿、市场化活绿等手段，搭建有力的

森林支撑体系，打造生态文明滁州样板。

一棵小苗，“塞罕坝”精神在皖东大地扎根

几代传承，绿了青山人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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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皇甫山林场从荒山一座变成“林海”一片

高青旺曾作为专职瞭望员在望火楼上一待就是18年 高青旺的女儿高红和爱人一起正在林内巡查火情 皇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