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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大黑山这个地方，

“林二代”于文鹏已经高中毕业。彼

时，是 1987 年。同学邀请他到全胜

林场的家中做客，路过大黑山时告

诉他，山上有个瞭望塔，专门用来

防火瞭望。他心里想，那塔上的瞭

望员不就是森林的“眼睛”么。这样

想着，仿佛就看到高高的塔上瞭望

员炯炯有神的目光……

此后，那双眼睛一直出现在他

的脑海里。没想到十几年后，他也

成为了这样的“眼睛”。

百年树木，毁灭只需要一把大

火。

森林防火，是个严肃的命题。

大黑山瞭望站位于内蒙古森

工集团绰尔森工公司全胜林场和

塔尔气林场交界地带。这里海拔

1600.2 米，是内蒙古大兴安岭岭南

较高的山峰。

站在大黑山 25 米高的瞭望塔

上，耳朵灌满了呼呼的风声，这里

能俯瞰绰尔森工公司 95%的生态

功能区，是绰尔森工公司乃至周边

林区森林防火的重中之重。

在这个瞭望站，有 4 双森林的

“眼睛”——瞭望员于文鹏、郑洪

山、陈玉峰、王正军。他们长年坚守

在大兴安岭深处，从风华正茂的年

轻小伙到鬓角染霜的中年“大叔”，

平均年龄54周岁的他们，更改的是

容颜，不改的是守望森林、护佑绿

色的初心。

于文鹏个子很高、长得结实，

圆脸，憨厚，外表“爷们儿”，说话却

慢条斯理。2006 年，他从大葱山林

场调到绰尔森工公司，成了一名瞭

望员。

“刚来的时候，山上没水没电没

信号，只有一间小房子、一座瞭望塔

和一条砂石路。我们白天站岗，晚上

到山下拉水，顺路买蔬菜和生活用

品。跟外界联系只能用对讲机。”

艰苦的条件没有让他打退堂

鼓，但孤独寂寞的环境却让人难以

忍受。4个人分为2班，每10天换一

次班。值班时一个人早晨 6 点钟上

塔，直到中午才有人来替换。除了

夜晚，山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

个人待着，他索性把时间精力投入

到业务钻研中。

瞭望员是防火战线的排头兵，

早一分钟发现火情、早一分钟预

报，就会为扑救林火争取宝贵的一

分钟时间。但同时，预报的误差越

小，投入的兵力就越精准，扑灭森

林火灾就更快。因此，除了把瞭望

员应知应会知识翻烂吃透，于文鹏

上塔观测地形地物，下塔对着防火

地图测量计算，经过多次对照，他

很快就对绰尔生态功能区的山形、

地貌、道路、场点方位了然于心。

为了找到校正的坐标点，他和

同事集思广益，利用地图上的固定

参照物，通过磁方位角和磁偏角来

确定真方位角，为最终确定定位标

志物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反复研究

防火瞭望仪和望远镜的使用办法

和性能，遇到能见度低、烟与背景

颜色反差较小时，凭借更换滤色

片，准确判断出烟和雾的区别。一

旦出现烟点，他能迅速勾绘出区位

图，估测有林地火场面积百分比，

辨别火场种类和主要被害树种，为

科学扑救提供依据。17 年来，他没

有一次漏报、错报火情。2019年，他

获得全区职业技能大赛森林消防

测报员比赛第一名，2020 年，获得

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

于文鹏的时间都给了大黑山，

给了瞭望塔。2010 年，女儿考上大

学，他在山上值班，孩子一个人拿

上行李去了外地。大学四年，他一

次也没送过孩子，这是他的遗憾。

爬上97级的梯子，终于登上了

瞭望塔。不到 2 平方米的玻璃房

子，是瞭望员们每天工作的地方。

“以前瞭望塔连这玻璃房子也

没有，毫无遮拦地挺立在山顶，大

风天气，人站在塔上摇摇晃晃，双

腿直打战。”和于文鹏一个班、当了

22年瞭望员的陈玉峰说。

大黑山上七八级的风特别常

见，有时瞬间风力能达到 10 级。风

越大，越是火情高发期，越需要盯

紧。“塔上一分钟，盯紧 60 秒”是陈

玉峰的工作原则。

一天早上，他上塔瞭望，发现

塔尔气林场18公里处有一股浓烟，

凭经验，他判断这股“烟”绝不是雾

气，便立即上报防火指挥中心。后经

现场勘察查明，这股“浓烟”是修路

挖掘机因故障检修启动时形成的。

“只要是烟点，我们就应该上

报，确认是否是林火。否则万一漏

报，可能一辈子就白干了。”陈玉峰

说，瞭望员的责任比天高、比地大，宁

可“兴师动众”也不能“疏忽侥幸”。

“你小子自己找罪受，傻了咋

的？”

“再苦还能苦哪儿去！”

1987年，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

郑洪山主动要求到大黑山当一名防

火瞭望员。面对周围人的打趣，他不

以为然，可现实让他始料未及。

原先木材生产作业时用的绞

盘机房，上面盖上帐篷布就是塔

房。外面刮大风，屋里刮小风，外面

雪融化，屋里就淌水。汽车无法上

山，他们只能步行上山。背着食物

等物资，穿过密密树丛，踏着毛草

道，深一脚浅一脚至少 2 个多小时

才能到塔房。人走冒汗了却不敢

歇，一停下来，沾满汗水的衣服就

如同“冰衣”。山上没水吃，冬天化

雪水，夏天找水窝，捡去草叶撇去

浮沫和小虫子，就是饮用水。

“尽管困难重重，但既然来了

就不能当逃兵，一定要守好这片森

林。”凭着朴素的信念，郑洪山这一

守就是35年。

多少个万家团圆的日子，他们

与山林为伴；多少次家人需要的时

候，他们执着坚守。他们用青春年

华，描摹着大黑山的绿色画卷。多

年来，他们准确测报区域内多起雷

击火、入境火以及毗邻地区火情，

为发现火情快速打早、打小、打了

提供了可靠依据。

如今，瞭望站建起了100多平方

米的标准化景点式“小洋房”。山上

通了电，有了4G网，随时随地可以

和家人沟通，打了机井，吃水难的问

题得到彻底解决。电视、电冰箱、电

炒锅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时令蔬

果塞满冰箱，土豆白菜一吃一年的

日子一去不复返，工资也年年见涨。

“条件越好，越不能忘了自己

的职责，不能忘了自己的初心。”郑

洪山说。

巍巍大兴安岭，浩瀚无垠的林

海。一个个严寒酷暑的四季轮回，

高高的瞭望塔上，一道目光始终注

视着远方——他们是这片森林的

“眼睛”，是这片森林免受伤害的

“瞭望者”。

森林的森林的““眼睛眼睛””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许晓岚 张慧玲 霍晓庆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绰
尔林区42万多公顷的生态
功能区，有这样一群人：每
年春季森林防火期开始一
直到初冬，驻守在 10个瞭
望塔上，守望着森林的安
澜。绰尔森工公司应急事务
处大黑山瞭望站的 4名防
火瞭望员是他们当中的代
表。他们是这片森林的“眼
睛”，是这片森林免受伤害
的“瞭望者”。

大黑山大黑山，，坐落于内蒙古大兴安岭西麓绰尔林业局岭脊线二十八公里处坐落于内蒙古大兴安岭西麓绰尔林业局岭脊线二十八公里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