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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振江：

陈小松：

“冬天天气干燥，风也大，枯草、枯枝极易点燃，从
而引发森林火灾，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带火源、火种
进山……”汉阴县林业局森林防火股股长唐振江带领
着股室干部正在双河口镇龙垭村向村民宣传森林防
火相关知识。

唐振江自 1983 年 3 月参加工作以来， 便在县林
业局不同岗位工作，至今已有 40 年时间，一直兢兢业
业，善作为、敢担当。 在他全面负责森林防火工作后，
更是以身作则，事事冲锋在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将
防火工作常抓不懈 ，尤其是在 “今冬明春 ”以及清明
节、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放弃休息时间和陪伴家人
的机会，坚守岗位，奔走在森林防火一线。

汉阴县林地面积广，森林覆盖率高，而且地形复
杂，森林防火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唐振江勇于面对种
种挑战，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在森林防火一线，足迹遍
布汉阴群山，用心用情守护每一片林地安全。

“从我记事以来 ，每逢节假日 ，尤其是到了清明
节、春节的时候，爸爸总是一直在忙。 我问爸爸到底在
忙什么，别人都在放假休息，你怎么还在加班呢？ 爸爸
总是回答，现在是防火的关键期，既然干了这个工作，
就要时刻承担起这个责任，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艰苦、
哪里最繁重，就要义无反顾奔向哪里。 ”唐振江的女儿
唐飒回忆起爸爸时说道。

提及家人， 唐振江的面容上露出愧疚的神情，由
于工作原因导致在家庭角色中的缺失，陪伴妻子的时
间远远不足， 对孩子成长的缺席也让他心怀愧疚，感
到无地自容。 然而，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因为他
深知自己肩负的职责关乎着无数家庭的安宁，舍小家
为大家。 尽管工作繁忙，唐振江依然努力在有限的时
间里给予家人更多的关爱。 他会在难得的休息日里陪
伴家人，尽力弥补平时的缺席。 他的家人，尤其是妻
子， 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默默地支持，家
人的理解让他倍感温暖，这份支持也成为他不断前行

的坚强后盾。 森林防火工作不仅是一
项职业，更是一种使命。 他常常在夜
深人静时反思自己的选择，虽然对家
人有所亏欠，但他从未后悔。 每当看
到森林在阳光下安然无恙，他的心中
便充满了成就感和满足感。 他相信，
自己的付出是为了更多家庭的幸福
和安全，这种信念支撑着他继续勇往
直前。

为了能更好地守护森林安全，唐
振江还经常利用工作之余，自学各类
防火业务知识，武装和充实自己。 同
时，他通过到重点区域实地调研和查
看，根据实际情况，针对重点区域和
薄弱环节，制定了一套符合汉阴县实
际， 且行之有效的森林防火工作方
法。

“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积极
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
针。 在今冬明春、除夕、清明节等重要
时间节点， 全方位加大防火巡护力
度。 日常做好宣传，依托防火‘七进’
活动、科技文化三下乡等平台加大宣
传力度，让广大群众牢固树立人人都
是森林防火的第一责任人意识，积极
广泛参与到森林防火中，共同树立筑

牢防火屏障。 同时积极协调各相关部门，形成高效联
动机制，确保信息交流无阻，将火种堵在林下山外。 ”
唐振江介绍道。

在唐振江的辛勤付出和多方协作的共同努力下，
汉阴县森林防火工作成效突出，20 多年未发生过森林
火灾。 汉阴县人民政府也因此获评“2024 年度秦东地
区护林联防工作先进县”，汉阴县林业局获评“2024 年
度秦东地区护林联防工作先进单位”实现“九联优”，唐
振江个人也再一次被表彰为“2024 年度秦东地区护林
联防工作先进个人”。 他的事迹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
同事，成为他们工作中学习的榜样。

汉阴县林业局森林防火股干部李厚发说：“平时在
办公室听到唐股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森林防火
工作责任重大，我们要抓在经常、落在实处，坚持久久
为功。 工作的时候他也是亲力亲为，无论是严寒酷暑，
都到森林里去做防火宣传，进山林里巡逻检查，这次他
获得先进个人荣誉，作为同事，我从心底里为他高兴，
同时我也会继续坚持以他为榜样，在工作中多向他学
习请教，争取和他一起为汉阴森林防火工作做出更多
贡献。 ”

“此次荣获秦东联防先进个人表彰，对我来说，既
是对我多年努力工作的认可， 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 以后的工作中，我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深耕森林防
火领域，不断优化工作方法，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
继续为保护好汉阴的 144.66 万亩林地安全贡献力
量。 ”唐振江坚定地说。

种种荣誉的获得，既是对唐振江工作的肯定，也是
对唐振江的鼓励，更加坚定了他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的信心和决心。 他深知，森林防火工作不仅关系到生
态环境的保护， 更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
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和
手段，力求在森林防火工作中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进展。

“您好， 我需要办理两方杉木维修房
屋，这是资料。 ”

“证件下来后，我会及时通知村委会
的。 ”方梅正在为村民解答办理采伐证相
关政策。 走进平利县广佛镇松河村人大代
表联络站，进门便看到方梅正在忙碌的身
影。

今年 48 岁的方梅投身林业工作已逾
30 载。 在这 30 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始终
兢兢业业。 刚开始从事这份工作时，正值
青春年华，家人也曾劝阻让她换个轻松一
点的工作，但是方梅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作为一名女性同志，每日跋涉于山岭
之间，是否感到艰辛？ 面对笔者的提问，方
梅坚定地说：“如果你对这份工作没啥感
情，干起来肯定费劲，但只要你真心实意
对待，就不觉得难了。 在基层工作，大部分
都是琐事，但只要把这些琐事做得漂漂亮
亮的，我就觉得挺欣慰的。 ”

方梅对待工作事务的态度可谓严谨
细致，一丝不苟。 今年七月，正值中午时
分，气温攀升至四十摄氏度的高温，方梅
仍坚持前往各村落进行油茶项目的验收
工作。 在广佛镇松河村进行验收的过程
中，她不幸被蜱虫咬伤，遭受剧烈疼痛。 即
便如此，在傍晚六时许，电话铃声响起，广
佛村的护林员曹军，由于年岁已高，对安
装生态护林员操作软件存在困难，方梅便忍受着疼痛，仍
耐心地为这位护林员提供细致的操作指导并协助其完成
安装。

在她的工作中， 方梅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敬
业精神。她认真审核每一份资料，仔细倾听每一位群众的
需求，尽心尽力为他们解决问题。无论是繁琐的手续还是
复杂的政策，她都耐心解释，确保每一位前来办事的群众
都能满意而归。方梅的努力和付出，赢得了同事和群众的
广泛赞誉。

“方梅是个好干部，我们找她办事情，总是帮我们弄
得很好，除了她自己分内的事情，我们有别的事情需要帮
助，她也会尽力帮助我们，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 ”
平利县广佛镇松河村村民王先生谈起方梅时夸赞地说。

在对松河村村民贺茂成提供帮助的过程中， 方梅遭
遇了诸多挑战。贺茂成一家五口人，居住在他人房屋的地
下室内，他们希望能够符合入住镇上统建楼的政策条件。
不幸的是，在他们满足入住条件之前，镇上的统建楼已经
全部满员。贺茂成便多次致电方梅，方梅不厌其烦地作贺
茂成思想工作，贺茂成最终同意自行建设住房。方梅又不
辞辛劳，跑遍民政部门和镇经济发展办公室，经过多方面
的协调努力， 成功为贺茂成一家争取到了分散建房政策
的优惠，从而解决了他们的安全住房问题。

除此之外， 方梅最为关切的是贺茂成年逾八旬的母
亲。 贺茂成于 2022 年因病逝世后，其母亲的生活境况愈
发艰难。 方梅便时常前往探望，与她闲话家常，关心她的
健康状况，购置她偏爱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为她清洗衣
物，并协助她申请了低保金。方梅的细心和周到不仅让贺
茂成的母亲感受到了温暖， 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
是真正的关爱和责任。

“在基层工作天天都要面对群众， 谁来我都热情接
待。 凡是有困难的群众，我会一直挂在心上，只要符合政

策就想法子帮着解决，让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 ”方梅语
重心长地说。

方梅不仅在群众工作中表现出细致入微的态度，在
孝敬长辈方面也非常积极。

方梅的婆婆罹患了老年痴呆症，长期与她共同生活。
为了随时能够关注到婆婆的需求， 方梅晚上睡觉时从不
关闭房门，照顾婆婆期间她未曾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方梅
的婆婆后来不慎跌倒，导致瘫痪，生活无法自理，所有日
常活动均需在床上进行。 即便白天需要工作，方梅依然坚
持每晚回家照料婆婆，直至 2019 年婆婆离世。 她的行为
不仅体现了一个儿媳的责任感， 更展现了她对家庭的无
尽关爱，即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方梅也从未忽视对婆婆
的照顾。

然而，美好的时光并未持续太久。 2023 年 7 月，方梅
87 岁高龄的母亲，不幸遭遇意外，导致脑神经受损，身体
瘫痪并丧失语言能力。 彼时，方梅本人亦是手术后未满半
月，身体正处于恢复期。 面对母亲的迫切需求，她不畏辛
劳，夜以继日地工作，同时与姐姐交替照料母亲，直至年
底母亲不幸离世。

“那几年，儿子在读高中，家中长辈接连患病，要兼顾
照料长辈与晚辈同时履行工作职责， 是我人生中最艰难
的时期。 ”方梅眼含泪花说道。

儿子的懂事和丈夫的关爱， 让方梅逐渐从悲痛中振
作起来。 谈到以后，方梅说：“我这 30 年虽然平凡，但过得
充实。 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还
要继续为群众做好服务，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 ”

方梅的话语中透露出坚定与执着， 这份坚定似乎与
刚参加工作时无异。 方梅坚信，只要心中有爱，脚踏实地，
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她的故事不仅
是个人的奋斗史， 更是对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深刻诠
释。

方梅：

陈小松

唐振江

素有 “小江南” 美誉的汉阴县与汉江有着紧密的联
系，汉江自汉阴县汉阳镇流入，从漩涡镇流出，全长约 20
公里，将汉阴县自然地分为江南和江北两大区域。 出生在
汉江北岸支流月河边的陈小松， 是一位充满激情与决心
的创业者，他依靠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用智慧和勤
劳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那时候河水很清，河里有很多石头，我特别喜欢在

河边和小伙伴一起搬开石头抓下面的螃蟹、
鱼虾。 ”出生在月河边的陈小松，与水有着不
解之缘。 他自幼在河边长大，清澈的河水、嬉
戏的鱼儿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初中毕业后，陈小松离开了家乡，先后
到新疆、北京、西安等地务工，当过厨师、做
过建材生意。 2012 年，他在电视上看到一期
介绍四川省资阳市养殖泥鳅的栏目，心中产
生了一个念头：回家养一塘肥美的鱼。

陈小松辞职后回到家乡，开始了艰难的
创业之路。 在外做厨师多年，他虽会做菜，但
养鱼却是“门外汉”。 从对养鱼一无所知到逐
渐成为行家里手，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与艰
辛。 他四处请教有经验的养殖户，学习养鱼
技术，并不断实践，参加养殖培训，如饥似渴
地学习养鱼知识。 从鱼塘的选址、水质的管
理到鱼苗的挑选和饲养，每一个环节他都亲
力亲为，不敢有丝毫马虎。 起初，由于缺乏经
验，他遇到了许多困难，鱼苗成活率低、疾病
防治不当等难题，都给他的养鱼事业带来了
不小的损失。 但陈小松并没有放弃，他每天
坚持观察鱼塘情况，记录数据，并积极寻求
专家指导。 经过几年的努力，陈小松逐渐摸
索清楚了养鱼的要领，他不仅成功养殖了多

种淡水鱼，还提高了鱼的品质和产量。 随着鱼塘规模不断
扩大，鱼产品也开始销往周边地区。

随着养殖品种的丰富， 陈小松的鱼塘逐渐形成了多
元化的养殖模式。 他除了关注传统鱼类的养殖，还积极探
索新品种的市场潜力。 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陈小松掌握
了不同鱼类的养殖技巧，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养殖策略。
最早在汉阴县涧池镇新华村做池塘养殖， 养殖鲤鱼、草

鱼、黄辣丁，通过市场调研和分析，成功引进了鲈鱼、鸭嘴
鱼、 牛蛙等品种。 他的鱼塘不仅成了当地知名的养殖基
地，还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发展，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
力。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很冲动， 除了小时候钓鱼抓
鱼，对养鱼是一窍不通。 当时就是看到电视上四川资阳那
边的环境跟家里差不多，就决定养鱼”陈小松笑着说道。

陈小松秉持着渔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的原则，
2021 年在月河边的洞河水库进行大面积养殖， 他采取原
生态养殖的方式，不投食、不投饵、不投药的“三不投”养
殖模式。 主要养殖净水鱼，通过以鱼净水养殖花鲢、白鲢，
采取轮捕轮放的模式，三斤重以上的捕捞售卖，三斤以下
等它自然生长。 他的生态养殖有助于维持水生生态系统
的平衡，让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恢复，有利于保护生物多
样性。

“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我也尽力保护环境和珍惜
水资源。 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优质的水资源，保护环境更是
我的责任和义务，我也希望水还像我小时候那样清亮。 ”
陈小松坚定而有力地说道。

初冬的洞河水库边， 渔民们正忙着将满载的渔船驶
向岸边。 陈小松看着满满的鱼儿在网中跳跃着，脸上露出
了笑容，他一边叮嘱渔民小心地将渔网拉上岸，一边熟练
地统计着这次捕捞的数量。 “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捕捞了，
因为我们捕捞要求水温比较高， 基本在夏季的次数比较
多，冬季鱼不怎么进网，活动性不大。 ”陈小松介绍道。

随着 8000 余斤的花鲢被渔民们迅速地装进大卡车，
陈小松紧张的心也放了下来，七个小时后，这批鱼将会运
到成都的鱼市档口。 由于其质量优良、味道鲜美，鱼在成
都市场上一经到货，便迅速售罄，供不应求。

看着一尾尾肥美的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弋， 仿佛在
诉说着他的成功故事。 他的养鱼事业不仅为他带来了丰

厚的经济收益，还为当地的渔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汉阴县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渔业发展提供了保障，看

到陈小松创业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渔业养殖中来。 汉
阴县城关镇中坝村村民曾树海就是其中之一， 最开始他
承包水库经营钓鱼， 结识陈小松后， 便与他一道养起了
鱼。

养殖户曾树海说：“看到他养鱼成功了， 我也想着养
鱼。 他是个能干的人，而且做事也细致，我刚开始养殖时，
鱼类品种、技术都是他指导的，我能有现在的规模少不了
他的帮助。 ”

汉阴县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境内主要河流有汉江、月
河、观音河、洞河等，均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为了确保渔
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汉阴县严格落实水资源保护
措施，推行“河长湖长+警长+检察长+法院院长”的“四长
同治”工作协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和督查检查。
依托丰富的水资源，截至目前，汉阴县共有水产养殖面积
12420 亩，水产品产量 7245 吨，实现生态渔业年产值 1.3
亿元；培育小龙虾及预制菜深加工企业一家，年水产品加
工量达 1700 吨；全县生态渔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 3 亿
元以上。

目前陈小松的核心业务已经覆盖了全县的生态渔业
产业链，涵盖了从苗种孵化、水产品养殖，到小石头啵啵
鱼的品鉴店，安康汉水鱼的配送中心，以及双乳镇水产品
深加工项目的招商引资。

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
卷，他的故事激励着更多人投身于生态农业，推动当地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不断创新和努力，陈小松为汉阴县
的渔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为其他地区的生态农业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初心不改谱华章
通讯员 吴永杰

重任千钧再出发
通讯员 刘东 苏凌云

用“绿色渔业”绘就生态新画卷
通讯员 黄智发 王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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