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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青山誰來護 
文/孫俊平 

11 月 10 日早上，我市知名作家李軍老師親自駕車邀約了

《棗陽人》雜誌創辦人劉正文先生和棗陽文學界領軍人詹華如先

生，還有筆者，從棗陽市區穿過企圖干擾此次活動的濃霧出了

城，目標是美麗鄉村建設榜上有名的我的老家王城鎮。李老師說

此行曾一波三折，難得成行，為了多看些風景，不走本來有快捷

高速的興隆方向而選擇了穿越烏金的方向。如今的交通四通八

達，國道、省道、縣道、鄉道、村道如蛛網般地交織著伸向每一

個角落，真是縱橫馳騁任君選啊。 

大霧見攔不住我們也便怏怏地退去，取而代之的是秋高氣爽

的陽光明媚天。車窗外的美麗鄉村景色次第往後倒去，而恢復生

態後的青山綠水則爭先恐後地撲面而來。李老師讓我們美美地欣

賞了一遍大好河山後來到了目標地王城鎮。在王城又帶上了在此

等候的也是此次訪問的重點物件一一一個以義務護林保樹為己任

的村民蔡萬明。 

李老師為讓我們充分享受生態自然美，在蔡萬明的導引下，

繼續帶我們驅車往資山方向的綠水青山深層次進發，這使我嗅到

的家鄉味越來越濃:我的老家是王城鎮資山。不，就是資山！這

是用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的區域地名，是後來王城取代了過去的

資山區、資山公社之地名。這是由於後來的交通優勢將政府所在

地設在了王城，使王城的發展超過了資山，小弟成兄長，好比原

來襄陽改襄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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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山，歷來的城池

規模、工貿商業、生態

環境、歷史底蘊等各方

面均優於王城。其一，

資山據說是老茶馬古道

上的一個節點，過去的

人挑馬馱的年代，從隨

州過來的運輸路線是穿

越界山經南陽溝過資山

去向吳店的，因此資山

古代的商貿便興旺發達

起來，還出現了商會驛

站江西會館、陝西會

館，這說明這條線南通

江西，北至陝西乃至更

遠。商道也帶來了地區

的繁華，從而使資山的

文化底蘊無比深遠，歷

史遺跡隨處可見。 

其二，資山的原生態美優於王城，資山是古文人心中的桃源，史

籍對資山的定義是:“資山，在聖龍山以西，林壑深邃，饒魚稻竹

木之利，居民資以為生，故名”。因此古人贊資山“水曲山幽真太

古，桃源欲似在人間”，這豈不是印證了今日的名言“綠水青山就

是金山銀山”？！因此，我心靈深處總是說我的老家是資山，總

是想既然襄樊改回了襄陽，何時王城也改回資山，恢復這悠久歷

史的淵源之名？我想，充分利用資山的文化底蘊和人文環境，大

力發展旅遊業，不能不說是個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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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俊平老師（左）與棗陽人雜誌主編 

小車在王城到資山的 272 省道上行駛，這是我走過無遍數的

路線，起初是步行多年，上學、工作都是用雙腳丈量，一般需兩

個小時，後來才有了公路有了班車。因此，我對公路兩邊的景色

變化有一部歷史：開始是山林破壞樹漸稀，繼而變成了寸木皆無

的光禿山，再後來才漸漸生態恢復現青山，這是一個幾十年的過

程。能在有生之年見到如今的高等級的公路及路兩旁的美麗鄉村

建設和生態恢復如初真是令人欣慰，由衷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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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憶家鄉生態的變化好有一比:好比人的髮型，起初是披

肩髮的美女，繼而變成寸頭男，再後來變成了光禿和尚；現如今

經過多年的植發蓄髮，生態恢復，漸漸地使短髮男披肩女依次再

現，而這一轉換就花費了大幾十年！ 

不一會便來到資山新街，穿街而過，處處是舊貌換新顏。李

老師把我們帶到端公村的紅色旅遊景點施嘯文故居，享受了一餐

追古憶今的盛宴。我們還決定去已小有名氣的景區資山水庫白水

源一遊一覽。 

 
施嘯文烈士故居 

回顧我們這一路走來，沿路的新農村建設變化歷歷在目，沿

路的原生態恢復成效卓著。人們將聚落建成景點，景點則點綴著

美麗鄉間。越走山越高，越走林越密，越走空氣越清新，越走心

情越舒暢。 

蔡萬明在車內為大家介紹，哪兒是生態林，哪兒是經濟林，

哪裡有樹齡幾十年的成片松林，哪個村裡林子大，哪裡松樹胸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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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哪裡遭人破壞了，哪裡樹木有病害，真真心中有一張森林

現狀分佈圖。 

而我在家鄉生活幾十年，心中也有一部自然生態變化史:在

我幼年時，老家是真正的“林壑深邃”原始生態，遍山滿穀的參天

大樹，不說是藏龍臥虎，真實的藏狼臥豹；在我家不遠的鄰村，

就發生過花豹傷人、水牛救主的真實故事；而大白天野狼叼豬、

壯漢追狼的畫面卻是我親眼所見；野雞求偶鳴叫不分冬夏，白鷺

頭頂盤旋則是充滿夏天；前山后坡處處是松柏修竹，蔭地遮天；

村莊周圍更是花果飄香，古木參天。 

林木生態遭大破壞則是起始於大躍進的狂熱年代，當時的人

們失控了，將那百年老栗樹放倒燒炭投入土砌高爐大煉鋼鐵，將

成片的松林雜樹砍倒當柴填進大食堂的灶門做飯……這一開始便

無法終止，漸漸地披肩髮女郎變成了光禿和尚，直到上世紀八十

年代，生態才開始艱難地恢復。 

生態恢復，何其艱難，乃我親眼所見:一株株三四寸高的小

松苗，是的，你沒聽錯，還沒筷子長，將根植入土中，澆水，踩

實，第一年活下來已算是圓滿，這真是如禿頂人植發一般。一年

兩年，一寸一尺地長。十年八年，二三十年，植樹人付出了多少

血汗！如今這裡已經是松針如地氈，抬頭不見天，風吹松濤吼，

展望不見邊。因為我雖身居在外，但每年清明祭我都要回鄉掃

墓，故土祭典。當年的植樹人羅漢村前支部書記陳久富，如今已

成了守林人，夫婦倆幾十年堅守在老家竹林壪，以林為伴。 

鎮域內的已有記錄在冊，已圍欄保護的名樹，蔡萬明更是如

數家珍。這不僅讓我想起早年印象中的百年乃至千年的古樹，可

惜那年代人們沒有保護生態尊重歷史的意識，一棵棵的遭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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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記憶中不可磨滅的幾棵奇樹，倘若早點納入

保護名冊該有多好。一是我在《樹殤》中寫過村邊的一棵高大雄

偉的大皂角樹和在《竹林壪回憶》中寫過的稻場邊的白果黃楝一

體的雙生奇樹，以及坡沿上“根連根盤根錯節枝咬枝互交連理”的

一片古老栗樹林；此外還有一顆印象較深的是資山去王城路邊的

趙家壪坡頂的一棵黃楝樹。這樹尚只在記憶中還未在文字中出

現，不妨借此文錄記下來:這樹的胸徑一兩米以上，樹齡應在數

百年以上，圍起來恐怕需七八人手牽手，樹冠更是遮蔭擋雨，丈

八開外。奇特的是它的中心長著一棵柏樹，外面黃楝樹之黃，合

著中心柏樹之白，人們戲稱金包銀。這與我家竹林壪的一棵白果

(銀杏)樹包著黃楝樹的銀包金真是異曲同工。因此樹位於路邊，

我一位同學的爺爺在樹下搭起一個棚子售茶果，也算休閒。那麼

粗大的樹，也不知後來的劊子手如何將它整倒的，活到現在豈不

是一棵發財樹？ 

小汽車緩行在一起一伏的環庫公路上，是李老師為讓我們觀

賞窗外風景專門慢行的。這使我沒有了往日在車裡如坐過山車的

感受，卻讓我們飽了眼福。我們沒有放過每一個可觀賞的景點停

車遊覽，下車後大家都大口地吸著新鮮空氣，這花香樹香伴隨著

山水間充足的負氧離子，著實讓我們的肺吐故納新，讓我們的腦

寵辱皆忘，讓我們的雙眼格外明亮，讓我們的心情分外舒暢，難

怪現今的人們在假日都選擇結伴自駕遊嘞。 

在轉坡的至高點觀賞，有種“一覽眾山小”的美感，遠處的資

山街全景展現，山下的資山水庫若隱若現，掩映在青山之間，真

乃再覽天地寬！ 

下了坡頂，來到白水源。白水源，一個古村名，何以有此

名？這原是棗陽主河道白水的源頭，這是棗陽之水倒流一百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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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這個被青山包圍的村子，如今已是襄陽市的名景區。這

裡不僅有位置的優越，生態的優越:這兒才是“林壑深邃”的桃

源；這兒更有傳奇的故事流傳:一個“白水源出皇帝”的傳說已經

歷數百年。這傳說不是空穴來風，棗陽縣誌民國版上孫遠壽的

《天池寺記略》中的“遠祖古峰公明靖難兵起以山東道員棄官歸隱

於此”的這位孫氏遠祖便是這位皇帝，他先“歸隱”于天池寺為

僧，後還俗與王姓女結合衍生孫氏血脈便在這白水源。緊跟那傳

說的下一句便是“王家壪出娘娘”。當然這裡並沒有皇帝和娘娘，

而是已成為避難隱身的普通庶民罷了。為何選擇了白水源？因這

兒“林壑深邃”便於隱避，因這裡“饒魚稻竹木”利於生存。 

古人已隨時代去，此地尚留古民居。據說白水源原本有 99

間房屋，後來逐步拆去了，現在只剩三間古屋被保護了起來。棗

陽市政府立了塊“白水源古民居”的牌子，牌子前邊為打造景點又

立了一座高大的牌坊。從這古屋的門墩石上刻有的字跡“萬曆辛

巳歲孟夏月醜吉日 孫氏”推斷，此屋應修建於 443 年前，主人正

是孫氏，這說明資山孫家正是起源于這白水源。這白水源不僅是

白水的源頭，也是“林壑深邃”的源頭，綠水青山的源頭，還是孫

氏血脈的源頭！ 

離開源頭，返回資山，千年老街，已脫去古老的衣衫。來到

張崗，萬明已備好午餐。餐後進入萬明家，這是一個商店，這是

其賴以生存的主業，與人不同的是，他卻將其作為副業，去全身

心地投入護林的公益事業。舍家為公，難能可貴！在牆的一角，

我們找到了答案:革命先驅的圖像貼滿牆，“為人民服務”的胸章

金光閃，還有那“留住青松在，不怕瘟疫壞”的自編口號，這就是

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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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萬明的三層小樓前的五星紅旗下，我們合了影，準備

告別回棗，萬明卻堅持再送一程。於是，他騎上巡山的摩托，插

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小黃旗，又領著我們參觀遊覽了高

廟、金銀村的示範園，一直到分手。李老師帶我們走吳店，這裡

有白水河，白水寺，經過這裡才叫圓滿。感謝李老師，為我們的

活動無私奉獻:人車油酒飯。 

這一天，我享受了美的人生，享

受了夕陽的燦爛，美景滋潤了我的感

官，情誼更是難忘的留念:我們一行五

人，我與詹是八 0 後，其餘劉、李、

蔡三人均為六 0 後，每每下車活動，

六 0 後攙扶八 0 後，這是多麼溫馨、

多麼感人的畫面！ 

 

從左依次為李軍、正文、孫俊平、詹華如、

義務護林員蔡萬明 

回到社區，門衛叫住我:快去找你老伴，電話打不通，她正

急得團團轉。啊！原來是我得意忘形，碰到了手機的靜音鍵！回

到家裡，我品味著美美的滿足感，回憶一天的活動，讓我思緒萬

千…… 

多少年來的兒時夢中的生態美景，多少年來的心中生態恢復

的希望，經過多少年多少人的艱苦努力，終於在近些年得以實

現。然“攻城容易守城難”，這綠化起來的荒山已長髮披肩，這成

長起來的樹木已成林成材，然而卻有人惦記這樹材想讓它變成錢

財，有些只認錢不認法的分子想方設法加以破壞，他們只認利益

不認生態，他們只管自己不顧子孫後代。為了杜絕破壞生態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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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不再重演，必須要有強有力的護林人員護林隊伍。這位蔡萬

明就是一位值得讚揚的護林英雄！我必須為他寫點文字留作紀

念。 

蔡萬明是怎樣一個人在這裡作個簡介— 

他，一個老實人，一個實在人，一個熱心人，一個純粹人，

一個處處想著別人的人，一個渾身披著正能量的人，一個敢於與

壞人壞事作鬥爭的人，一個堅決與破壞林木、破壞金山銀山的現

象作鬥爭而無私奉獻的人！ 

一個出生於大躍進年代的人，一個文化大革命中走過來的學

生，一個受著紅色教育沒有走彎路的人，一個時刻用真共產黨員

標準要求自己的人，一個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最高信仰的人，一

個始終忠於人民忠於信仰的人！ 

蔡萬明，王城鎮高廟村張崗人，一個有知識的農民，一個農

民中的能人。他修電器、賣電器，賣日雜用品，是一個自由職業

者。他還是一個兼任的義務護林員，一個公而忘私的人，一個騎

著摩托不分日夜巡山護林的人，一個冒著被盜伐者惦記、報復

的，在那些只認錢不認法的以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相威脅的不法分

子面前毫不妥協的森林悍衛者。 

我認識蔡萬明是緣於我寫的關於“神石馬”的故事，他願幫我

探尋蛛絲馬跡，加了微信。他與本村一位米壽老人楊開元共同奔

走呼號恢復古文化，宣揚古名人，提高地方知名度也是做了不懈

努力。不久我又寫了一篇文章《豐碑》，寫的是一位被群眾稱為

“真共產黨人”的支部書記，這是一位除造反派找過他麻煩外沒有

任何人能挑出他身上毛病的基層幹部，一個全家人住幾十年茅草

屋的書記，一頭老黃牛。人們都尊重他，親切地稱他“老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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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蔡萬明看到文學院小文將這篇文章在平臺上發出來後，就

找我問清情況後立馬騎著摩托找到這塊碑，找到逝者的女兒，一

起在碑下佇立默哀！當時我在南寧。他當即寫了一首詩歌《他是

真共產黨》發給我: 

豐碑 

偉大的豐碑 

是內心的呐喊 

讓我去尋找 

去尋找孫俊平作品 

《豐碑》中的“豐碑” 

走進羅漢村 

我冒昧地找到一位 

腰彎背駝年過八旬的老人 

他是我尋找豐碑的嚮導 

請問老支書謝申倫 

“他呀，走得早 

在向陽山坡上 

他是真共產黨” 

短短三句話 

如此沉甸甸 

讓人聯想到“豐碑” 

真共產黨    是多麼偉大 

是人們心中永遠不滅的燈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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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識字的老人 

從內心發出的 

觸動心靈的淚滴 

也許是東風帶來山坡上的 

點點雨滴 

是那麼的清亮明潔 

豐碑的女兒指引著 

我親切地目睹 

這山腰間坐西朝東的墓地 

這高大的紀念碑 

謝申倫，張寶英那夫婦合墓 

那引人注目的挽聯—— 

人已入千秋明月秋風何處尋 

天不遺一老荷花流水杳然去 

這普通的石碑 

是偉大的 

深深地告訴人們 

他是一個抗日戰爭的老兵 

一個解放戰爭的英雄 

一個抗美援朝的功臣 

一個有巨大牽引力的火車頭 

一個拽著貧困奔向富裕的老黃牛 

2022年 5月 28日 



〔俊平專欄〕家鄉青山誰來護 

 

 

 

132 

從此，我與萬明的交流便

頻繁起來，因為我是一中退休

教師，他是一中畢業學生，我

雖沒教過他，和悄悄主編一

樣，也親切地稱我老師。因為

我年齡大，他願為我辦任何

事，去年我寫了篇《松下祭

母》，因當時忘了拍松樹圖片，

托他拍些發我，他立馬跑去拍

了數張；不久我又寫了《親農

三章》，我托他拍些舊式農具，

他立馬又拍下舊式犁耙耖子揚

叉秧馬等圖片如約發來。他真

是個幫人幫到底的熱心腸人！ 

 

 
右三為王城鎮高廟總支書記李炎同志 

去年棗一中百年校慶，我與他還有悄悄、詹老師有幸相遇，

一起度過了愉快的時光。 

蔡萬明不僅樂於助人，更熱衷於做公益事業:汶川地震，他

是第一個捐款的人；疫情期間，他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始終奔走

在抗疫第一線，幫助政府做了不少工作，寫的還有抗疫日記。 

他始終為捍衛家鄉的青山綠水而奔走，幫地方政府做了大量

工作，拉橫幅，發傳單，配合林業站長組織各村護林員協同作

戰，不分日夜守護、巡查。他還堅持寫半月巡查筆記，要知道，

這一切都是義務的，一分錢的報酬可都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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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認識的蔡萬明，一個將綠水青山植入心中的人，

一個將個人生死榮辱置之度外的人，一個拿“真共產黨人”規範自

己的人！ 

這就是家鄉青山的護林人！ 

2024/11/11于棗陽恒大四季花城 

修改於 2024年 11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