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赖香珠 李想
通 讯 员 黄小燕 曾金珠 文/图

在 英 都 镇 ，有 座 近 800 年 的 古
塔，整座石塔为实心石雕五层，基座
石砌三层，远远望去，状似牛尾，故名

“牛尾塔”。
而这座石塔，有位默默无闻的守

护者，他就是民山村村民洪塔。

“守护它是一种缘分”

“老婆，我出门啦！”正月初四这
天，洪塔起了个大早，买了一瓶红色油
漆，带着毛笔，骑上摩托车，沿崎岖的
山路前行。

20分钟后，到达一块文物保护碑
前，他便拿出抹布，将石碑上的青苔、
沙石擦拭干净，再打开红漆，用毛笔一
点点沾染，一笔一画仔细描红。短短
几行字，却用了10多分钟，而石碑上的
字在他描绘下，字迹变得红艳清晰。

“马虎不得，一定要慢慢来，字体
越小描红越难，红漆不能蘸太多，不然
不好控制。”洪塔描得认真。

3年前，洪塔就成了牛尾塔的“守
塔有心人”。每当看到牛尾塔四周杂
木丛生，他就自带柴刀前去清理，发现
文物保护碑的石刻红字褪色，便自购
红漆前去描红；遇到慕名而来的游客，

他总会热情地带路……
洪塔为何对牛尾塔情有独钟呢？

“兴许是我的名字也有个‘塔’字
吧，总觉得能守护它是一种缘分。”洪
塔笑着告诉记者，自小他就与“塔”结
下了不解之缘。

出生时，父母便为他取名“洪塔”，
少年时，他经常跟着父母到牛尾塔附
近拾掇柴火，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
年时光。

“以前家家户户都有烧柴做饭的
炉灶，每逢秋季，村里有一个‘开山割
柴’时节，生产队就会划分区域，让村
民们上山挑柴。”洪塔说，从11岁起，他
就跟着父母上山挑柴，地点就在牛尾
塔附近。

“以前上山得走一个小时的山路，
坚持不住的时候，父母总会告诉我‘你
看到那塔尖了吗？离塔越近，咱们也就
到了’，因此我就以牛尾塔为目标，塔越
近越兴奋，便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捡拾一会儿柴火，洪塔便会和小
伙伴在牛尾塔周边玩耍，采摘板栗等

野果，满载而归，心满意足，身心的疲
惫也总能一扫而空。

如今，父母早已去世，望着那巍巍
古塔，他总能想起和父母上山挑柴的
时光……童年烙下的印记，在洪塔心
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尽力保护好，让后人目睹
古塔风采”

20日，记者来到英东村，在洪塔的
带领下，上山亲眼一睹牛尾塔的“庐山
真面目”。

牛尾塔坐落于古迹山与紫山交界
处的雨亭岭上，路程需要10多分钟，上
山全是土石路，坑坑洼洼。

路虽崎岖不好走，但是每当有人
请他带路时，他却总是爽快应允，当起
了免费引路人。

好几次，村民上山寻塔时迷了路，
还是洪塔及时指引，才到达了目的地。

经过了 10 多分钟的车程颠簸，
终于登临牛尾塔。这座神秘的石塔

屹立于山巅，整座石塔基座分三层，
一、二层为方形，三层圆筒形，塔身三
层均为方形，各层每面浮雕佛像，塔
刹葫芦状。

令人称奇的是它独具一格的造
型和“建筑玄机”。牛尾塔塔身较小，
基座则特大特高，由大大小小的黑灰
色石块逐层垒砌、依次递减，形状如

“金字塔”般，虽缝隙显眼，却没有泥
浆浇灌或黏合的痕迹，只靠碎石填补
缝隙，历经风雨洗礼，在山巅仍屹立
不倒，见证历史沧桑，成为英都的地
标性建筑物。

当地人介绍，牛尾塔也叫御史
塔，建于宋宝庆年间。1983 年，南安
县人民政府将牛尾塔列为南安县文
物保护单位，并在塔前立碑标志。牛
尾塔边还有一条古道，是古代英都通
往南安官桥、水头及晋江安海的必经
要道，也是一个分水关隘、西为英都、
东为东田。

站在石塔边眺望英都，青山绿水，
沃野良田，屋舍俨然，尽收眼底，心旷
神怡。

“山上风景很好，牛尾塔的名气也
越来越大了。”随着土路的开拓，慕名
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纷纷用相机、
摄像机拍个不停，记录下古塔的独特
风采，看到这么多人来参观，洪塔心里
乐开了花。

“刚刚我们还走错路了，走了一个
多小时，要是设个路标就好了。”来此
游玩的老伯反映道。

洪塔告诉记者，经常有人中途迷
路，希望能设计路标，“更希望政府加
以重视，借古塔名气，铺设登山休闲步
道，在山上建造休憩凉亭等，打造休闲
旅游景点”。

“尽力保护好，让后人有机会目睹
古塔风采。”在“守塔人”洪塔眼里，近
800年的古塔是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
产，值得我们保护，也值得更多的关注
和目光。

守塔有心人洪塔：“保护好，让后人目睹古塔风采”

牛尾塔位于英都镇英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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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讲两个守护者的故事。
美林坵洋村的黄则购，是村里唯一的集体山地护林员。45年的护林路，他走坏了几十双鞋，行程有多少公里早已算不清了。2016年，

黄则购被查出腮腺癌，经过40多天的治疗后，稍有好转便重新回到了岗位。他说：“人要平安，山林也要平安。”
英都民山村的洪塔，是800多年牛尾塔的义务守塔人。3年来，每当看到牛尾塔四周杂木丛生，他就自带柴刀前去清理，发现文物

保护碑的石刻红字褪色，便自购红漆前去描红；遇到慕名而来的游客，总会热情地带路……他说：“尽力保护好，才能让后人目睹古塔
风采。”

黄则购守的是生态，洪塔守的是文化。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两人用“坚守”感动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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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赖香珠 通讯员 黄达明）
“今年企业留下过年的员工多不多？”“企业稳岗
留工方面有什么举措？”春节期间，省新镇党政
领导带着镇村干部走访辖区企业，逐一与企业
负责人交流攀谈。今年春节，镇村干部坚守工
作岗位、积极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
动，深入走访重点企业、重要乡贤、重点工程、困
难职工和群众，推动重点企业不停产、重点工程
不停工、联系企业不断线。

“春节前，我们就对‘再学习、再调研、再
落实’活动具体开展进行了部署，节前组织镇
村干部集中收看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解读专题讲座视频、组织专题研讨，并在春节
期间采取分组、分片、分形式，建立常态化亲
商助企机制，由党政领导带队，镇村干部一
道，分头进企、走商、访贤，持续跟踪片区企
业、企业家、乡贤情况，及时帮助协调解决遇
到的实际问题。”省新镇党委副书记吕吉鸿告
诉记者，春节期间省新镇镇村干部先后走访
了辖区内规上企业 31 家、其他企业 85 家，收
集企业意见建议近 200 条，帮助企业协调解
决困难问题 46 个，促成了港能投光伏发电、
宏图韵达仓配一体化、恒丰纸品增资扩产等
一批项目签约或落地，投资金额达 2.43亿元，
为实现第一季度“开门红”和完成全年各项目
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大年初五，省新镇组织召开了新春乡贤
座谈会，30余位乡贤畅所欲言，就经济建设、
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教育扶持等方面提出
了 15 条意见建议。省东村乡贤吴谋友告诉
记者，他常年在山东做生意，在镇村干部的
动员下，今年决定把事业重心放在家乡，投
资 2.7 亿元，建设占地达 3210 亩的青少年学
生综合实践基地。

春节期间，除了开展进企、走商、访贤活动
外，省新镇各个重点项目的项目组成员也持续
保持着攻坚作战状态，充分利用群众返乡契机，
抓紧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累计开展走访涉迁户
62户次，初步达成征迁协议3份，为节后迅速推
进征地拆迁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本报记者 庄树鸿 黄奕群
通 讯 员 黄绵绵 黄成贵 文/图

农历正月初九敬天公是闽南地区
最盛行的民俗之一。20日一早，伴随
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美林街道坵洋
村集体山地唯一的护林员黄则购，匆
匆吃了早饭，如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
的巡山工作。

坚守45年
巡山路上过新年

一套迷彩服、一个安全帽、一双硬
底爬山鞋、一部老人手机、一辆电动车
绑上扑火工具，这就是 68岁的黄则购
巡山工作的行头。45年的护林路，他
走坏了几十双鞋，行程有多少公里早
已算不清了。“这哪能算得过来呢，天
亮进山天黑出山，林区所有的山都爬
过了。”黄则购笑着说，“年纪越大，越
容易累，我只好买了辆电动车代步，但
是山比较陡，有的路开不了，我还是得
靠双脚走”。

据介绍，坵洋村集体山地分属双
鬓山、观音山，林地约有 700亩，山顶
有寺庙，山中有坟墓，山下则有村民
劳作。为了保护集体财产安全，护林
员作为前线哨兵，需日夜坚守在工作
岗位上。而对于护林员来说，越是节
假日越是忙碌的时候，特别是像春节
这样的森林重点防火期，更不能掉以
轻心。

“冬春两季特别是春节前后，气
候比较干燥，最容易起火的是这些杂
草。”黄则购指着眼前杂草说，一点小
火星足以将这里点燃。这座山上有
一座“泗州宫”，还有一座“观音庙”，
春节期间，上山烧香、扫墓祭祖的人
增多，必须注意严防焚烧纸钱、点烛
烧香、燃放烟花爆竹等，稍有不慎，极
易引发森林火灾，这让黄则购比平时
更忙了。

“过年过节是我最紧张、最担心
时候，一天要来回寻上好几圈，尤其
巡查到火情易发区，要格外仔细。”
他说，虽然自己与护林工作已结缘
45 年，也掌握了一系列护林方法与
技巧，但每次巡山还是不敢有丝毫
懈怠。

“又来巡山啦！”一位香客远远
和黄则购打起了招呼。香客姓蔡，
来自美林街道玉叶村，他告诉记者，
自己还小的时候就跟着长辈来山上
烧香，那时候因为山路不熟悉，还得
到了黄则购的帮助。“没有人比黄则
购对这座山更熟悉了。如今已经过
去快 30 年了，他还坚守在这呢，真

的很不容易。”
巡查是否有火星，清除林区主要

道路两侧可燃物，向香客和村民宣传
不要带火种进山，制止村民在危险地
带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一直
忙到午时，黄则购这才回“家”稍做休
息，填补空虚的肚子。而黄则购的

“家”，其实就是一间集装箱移动房，
进门后是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有
床、桌子、简易布衣柜、卫生间……略
显拥挤，但对黄则购来说，这样的住
所能遮风避雨，“已经很好了”。简单
吃完午饭，黄则购不敢停留太久，带
好行头又上山去了。

身患癌症
仍默默守护山林

每一座青山都有一个“守山人”。
1976年，黄则购被分配到坵洋大队专
业队，开始接触护林工作。1980年，坵
洋村集体山地被列为生态保护林，黄
则购被聘为这片山林的专业护林员，
一直至今。“每天6点多我就巡查一圈，
三更半夜遇到事情，我就得立马上山

去。”黄则购说。
“记得有一次，我突然发现山上

冒起了烟。”黄则购回忆，“我赶紧汇
报到村里，让他们赶紧调集扑火人
员。然后自己带着扑火工具，上山找
起火点”。

美林街道坵洋村党支部书记黄
金虎告诉记者，他赶到山上的时候，
只有黄则购一人在扑火，他也赶紧上
前帮忙。“我们俩扑了 10 多分钟，直
到村民、灭火队七八十人赶到后才把
火扑灭。这才发现黄则购的手被树
刮伤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当时只
有创可贴救急，用了 4块创可贴才止
住血。”

然而在黄则购护林的 45 年生涯
里，大大小小的伤已数不清有多少
了。2016年，黄则购被查出腮腺癌，在
医院经过 40多天电疗后，稍有好转他
就重新回到了岗位。他说：“人要平
安，山林也要平安。”

“护林员的职责除了巡山护林，
加强对林区火源的管控，及时通报
火情，还有病虫防治、打击违法占用
林地、毁坏林地，所以我们护林员的
任务还是比较重的。”美林街道林业
站站长王彬龙告诉记者，美林街道
林地面积 2.4万多亩，共有 35名护林
员，黄则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的
资历最老，工作年限最长。他看护
的这片林区有 200多亩的香樟树，价
值不菲，引来了不少盗伐者。在盗
砍盗伐严重时期和每年清明时节，
他常常半夜三更还在山林里巡逻，
赶走了不少盗伐者。

40 多年来，黄则购日夜与山林
做伴，脚的茧子厚了，脸的皱纹多
了，从青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
他对这片林地的感情却更深了。这
是一份孤独的工作，黄则购却用一
生的时间去充实它，诠释着一名普
通护林员对“守护”二字的理解。他
说：“因为我的工作就应该这么做，
我们要让人信任，就要做一点实际
的事情出来。能让党信任，让干部
信任，我感觉很自豪。”

本报讯（记者 黄俊涛 通讯员 洪清竹）
昨日，记者获悉，梅山镇大力推进罗溪流域整
治，项目进展顺利。

据了解，该项目需要整治河道总长 3611.2
米，治理范围为 S35福诏高速梅山出入口匝道
交通桥至梅山镇芙蓉桥上游约 320 米处长
3211.2 米，灯埔支流段从汇合点往上游 400
米。其中，罗溪灯埔段清淤疏浚 3211.2米，左、
右岸新建防洪堤合计 4476.9米，新建交通桥 1
座、引水闸2座、排水管6处和穿堤涵管9处。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左岸、右岸段共计
1520米，干砌块石护坡约 1.81万平方米，左右
岸土方回填约4.45万立方米；新建交通桥（灯埔
大桥）1座，新建引水闸2座，分别位于灯埔桥上
游左、右岸两岸，完成工程50%以上。

据介绍，罗溪流域的整治，不仅提高了河道
防洪和综合防灾减灾能力，保障了两岸防护区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为两岸群众打造了一
条集生态安全、观光亲水、休闲健身等为一体的
靓丽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 黄俊涛 通讯员 李峰溪）
昨日，记者从罗东镇获悉，春节期间，乡贤黄金
土累计捐资9万元，为荆坑村201位老人送上大
米、食用油、节日红包等慰问品以及新春祝福。

据了解，自 2010年以来，荆坑村乡贤黄金
土心系家乡建设，积极捐资用于村级公共设施
建设和尊老敬老、扶贫帮困等公益慈善活动，累
计捐款150万元以上。

几年来，黄金土捐资1万元，用于罗东商会
采购口罩发放企业；捐资1万元，用于修建青龙
庙；捐资 4万元，用于修建村主干路；捐资 3万
元，用于修建荆坑蹲脚桥。连续多年，利用春节
返乡之际，为荆坑村老年人协会老人送去新春
慰问，每年的受益群众不断增加。

去年，面对疫情，黄金土积极响应村委会的
号召，捐资5万元为村里添置一辆综合巡逻车，
用于疫情防控宣传和日常巡查工作。

黄金土说，他虽然在广东经商小有起色，但
不能忘了家乡的父老乡亲。爱老敬老，参与家
乡建设，是每个在外乡贤应尽职责。

兹有洪子健不慎遗失南安世茂新里程
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0日开具的
收据，收据号：0005301金额：211590元，特
此声明作废。

洪子健
2021年2月22日

遗失声明

春节期间进企走商访贤

省新镇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

梅山镇罗溪流域整治

完成50%以上工程

罗东乡贤捐9万慰问201位老人

山林守护者黄则购：“人要平安，山林也要平安”

这条巡山路，黄则购已经走了4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