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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了就对着大山吼歌

临朐县国有丹崮林场海拔 510

米的狼窝顶，是整个丹崮林场海拔
的最高点。在狼窝顶有一处建于
1998 年的瞭望塔，能俯瞰整个林场
三十六座山峰。瞭望塔里住着一名
叫高佃双的护林员。

葱郁的树木，呼啸的山风，是陪
伴高佃双的“老朋友”，吃水要到山
下三里外去挑，离最近的村庄要五
里路，12 年来，高佃双每天在狼窝
顶观测四周三十六座山的火情，守
护着 1 . 2 万多亩的绿色长城。11 月
29 日，记者爬上狼窝顶，跟随他体验
了一番“孤独守望”的护林员生活。

凌晨 5 点，高佃双准时起床，
十几平方的屋子里有一架梯子，他
踩着梯子爬到二层瞭望哨上。他每
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登上
瞭望哨瞭望一番。

没有火情，涛声依旧。他放下
心来，走出瞭望塔前巴掌大的空场
放声高歌：打靶归来、骏马奔驰保
边疆、浏阳河……听上去压根不是
在唱，而是在吼，他嗓门很高，嘹亮
的歌声在大山里回荡，久久不息。

一个黑红脸膛的汉子，站在山
之巅放声高歌，山风浩荡，山谷回
应着那嘹亮的歌声。这是他和大山
情深意切的对话，也是他排遣寂寞
的方式。高佃双说：常年一个人在
山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时间
长了，怕自己都不会说话了呢。

挑一担水来回一个小时

7 点半他开始吃早饭。在床铺

边，有一张简陋的方桌，他拿起一
个裂口的馒头，就着咸菜，一杯热
水，开始他简单的早餐。

8 点到山下挑水。在临近山脚
处，有个一尺见方的蓄水池，高佃
双从水池里打上水来，扁担上肩，
挑着满满两桶水开始爬山。大约六
十度的坡度和遍布的石块，让他走
得非常吃力，来回用时大约两个小
时。因为挑水用时太多，为了有更
多的时间瞭望火情，他每次只要下
山，都随手带盛水工具顺便打水，
从来不空手。

搁下水桶，他顾不上擦去脸上
的汗，再次登上瞭望哨，四面查看。

10 点 30 分他拿起对讲机向厂
部汇报情况。“林场一切正常，平
安勿念！”

11 点他开始做午饭，清水煮
白菜。往返于瞭望哨距离山脚村
子的商店大约有 6 公里，每次下
山就备足一周的生活，一次就买
上 40 个馒头。山顶无法种菜，他
就从家里带来白菜、萝卜等耐储
存的蔬菜，自己还腌了一瓮咸
菜，即使雨雪天没法下山，也能
凑合着吃。

除了寂寞最让高佃双感到紧
张的是无时不在的雷击。狼窝顶是
周围最高的山顶，夏季雷雨天气里
雷电频频光顾狼窝顶，每年电线杆
上的瓷瓶都要被雷电劈坏好几个，
而且雷击会让他与护林员联络的
电台出现故障，难以及时发现火
情。他用的塑料壳暖壶，被雷击烧
黑了；在窗台上摆放着七个被烧坏
的黑乎乎的电闸。

下午 4 时高佃双再次向林场

报平安。在他床边的桌子上，摆
放着厚厚一摞笔记本，上边密密
麻麻地记录着每天各个林区的情
况 ： “ 3 月 1 日 上 午 1 1 点 ，
6 3 4 、 6 3 3 、 6 3 6 、 6 8 3 汇报正
常； 3 月 3 日上午 11 点 20 分，发
现柳科泉南方有烟，马上打电话
给场部……”

一台旧电视陪他十几年

12 年过去，哪座山火灾隐患
大，发生火情走哪条路能最快到
达着火点，这些都熟记在高佃双
的心里。在这 12 年里，高佃双发
现火情不下五六十起，因他的准
确观察和及时报告，许多火警、
火情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晚上 7 点，他打开 14 寸的电

视机开始看新闻联播，这台破旧

的电视机陪他走过了一年又一

年。虽然只能收到三四个台，但

高佃双已经非常满足，生怕打雷

将其击坏。

夜间，他四次起来观察瞭

望。每年 10 月 1 日到次年的 6 月

1 日是防火期，在这 8 个月整的时

间里，高佃双都要驻守在瞭望

哨，时时刻刻绷紧防火弦。晚上

十点之前他从来不敢合眼。

林场领导来看他，问他有什

么困难需要帮忙，他笑了笑“没

别的需要了。只要来个人就行，

跟我说说话比什么都强。”说起

守护了十几年的大山，今年 45 岁

的高佃双一往情深：“我要在这

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临朐丹崮林场护林员高佃双

狼窝顶上孤独守望十二年
本报记者 马媛媛 本报通讯员 祝红蕾

除了漫山的林子，陪伴他的只有浩荡的山风和空谷的回声。一个人，十二年。临朐丹固林场的
护林员高佃双说，他长年一个人在山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时间长了，怕自己都不会说话了，
可是他仍然深情地说，“我要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寂寞的时候，高佃双只能面对群山纵情高歌。

高佃双的午饭。为了防火，他极少炒菜，自己拌的豆腐撒上香菜就是主菜。

生活用水完全靠高佃双从山下挑上来，一次要花两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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