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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林业局研究员王海明20多年潜心研究林木病虫害防治

王海明：咱平原林海“啄木鸟”
本报记者 李贺

美国白蛾是一种危害极大
的外来入侵物种，菏泽作为平原
森林城市，受到包括美国白蛾在
内的各种林木病虫害威胁。但菏
泽有这么一位森林“啄木鸟”，二
十多年来一直穿梭在林间，同各
种病虫害战斗，他就是菏泽市林
业局研究员王海明。今年9月，他
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
进个人”称号。

专心研究：

看树病差点掉进土井

1985年，20岁的王海明进入菏
泽林业局从事森林保护技术工作。

“当时没有什么热爱不热爱，就是
想干好工作。后来逐渐钻进去，觉
着也挺有意思，尤其是能为老百姓
解决实际困难时，更加有成就感。”
王海明说，没想到从事森林保护工
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王海明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但是每次讲到病虫害防治和野
生动物保护时，他都会滔滔不
绝。他办公桌旁的窗台上摆放着
许多瓶瓶罐罐，里面装着虫子标
本，有时说着说着他会拿出一个
个瓶子，讲述他与虫子的故事。

“2010年夏天一个早晨，我
去西城赵盘石村树林查看一种
新型杨树病虫害，一直仰着头走
着观察树上，感到脖子酸了，低
下头一看，发现前面两米处竟然
有一口土井，当时我惊出一身冷
汗。”王海明说，早晨七点多周围
还没有人，现在想起这件事仍感
觉后怕。

美国白蛾，是一种外来入侵
物种，菏泽林木品种单一，很容

易大面积爆发病虫害。自2 0 0 9

年，菏泽首次发现美国白蛾疫
情，王海明便开始在一线进行防
控指导。“美国白蛾幼虫身上有
毒毛，人的皮肤接触到会很疼。
当我们在树林里研究时经常会
有美国白蛾钻进裤腿，有次还在
被窝里发现一条。”说到这里，王
海明不禁大笑。

治理树病：

手机成百姓“热线”

别人锻炼身体是早晨跑步，
可王海明却是骑自行车。十多年
来，他经常早起骑自行车到菏泽
郊区林地，观察树木生长状况，
及时了解各种病虫动态，掌握了
大量第一手资料。“早晨在树林
里观察研究时，还发现许多重要
病情。”王海明说，2007年，他曾
发现一种杨树溃疡病，引起巨大
轰动。

回忆当时情景，仍历历在
目。当日，王海明像往常一样骑
自行车来到林地里。“我发现许
多杨树有不同程度溃烂，后来经
过一段时间观察，杨树溃烂越来
越严重，直接威胁杨树幼树生长
和存活，我就怀疑这可能是一种
新型杨树溃疡病。”王海明说。

对于发现这种杨树溃疡病，
王海明编撰了《菏泽市杨树病虫
害防治体系建设可行性研究报
告》，争取到了国家541万无偿扶
持金，使当时非常严重的杨树溃
疡病得到有效遏制。

王海明的办公室就像一个
“卫生室”，经常会有农民来向他
“求医问药”，谁家的树得病了，

就会拿来两片树叶来问诊。王海
明会仔细观察手中的树叶，询问
树木病情，像医生一样为树木开
出药方，群众按药方抓药，为树
木打药。“病虫害多发季节，海明
的手机几乎成了‘百姓热线’，每
天都能接到许多咨询电话。”王
海明的同事老刘说。

保护动物：

成立菏泽野生动物协会

2009年8月3日，菏泽市森林

公安局、市野生动物保护站在曹
县联合查处一处鸟类非法加工
点，当场收缴各类野生鸟类千余
只。20多年，王海明与同事先后
查处类似捕杀野生动物等违法
猎案80余起，及时进行曝光，有
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

“许多违法行为都是在夜间
进行，就需要我们半夜深入到犯
罪分子家中，而我们人员少，一旦
被犯罪分子围在里面就非常危
险，有几次情况危险，但在去之前
从没有想过这些。”王海明说。

为救助落难野生动物，王海
明与同事成立菏泽市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并在天香公园和儿童
公园设立了两处“珍稀野生动物
救护中心”，先后与救护白鹤、大
天鹅等珍稀动物二百余只。

“群众发现了落难的珍稀野
生动物就会联系我们，每年都要
救护珍稀野生动物十余只，现在
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越来越
强了，有一次同一只秃鹫在两个
月被市民两次救护。”王海明欣慰
地说。

王海明在杨树上做病虫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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