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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观察

如 果 说 大

庆因石油而建

立，攀枝花因钢

铁 而 崛 起 ，那

么，神农架一定

是因伐木而揭

开神秘面纱。

上 世 纪 六

七十年代，数万

名建设者从祖

国各地涌入神

农 架 ，放 炮 炸

石、开山伐木，

战天斗地、豪情

满怀。

据统计，上

世纪八十年代

初，神农架林区

外来人口超过5

万，是原住民的

4倍多。

2000 年，神

农架全面停止

天 然 林 采 伐 。

木头经济落幕，

神农架发展面

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

近年来，神

农架锚定建设

生态文明示范

区 目 标 ，按 照

“把该保护的坚

决保护好，能发

展的高质量发

展好”要求，绿

色发展动能澎

湃，吸引一大批

有理想、有情怀

的“ 头 雁 ”“ 候

鸟”在华中之巅

逐梦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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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清苦：银丝米饭、老黄瓜烧牛腩……8
月24日，古清生在朋友圈分享了他的午餐。

从北漂作家到隐居山林，古清生已在神农
架生活15年。通过“正宗清苦”分享饭食的习
惯，他已坚持了4年。

“隐居但不隐退，更不是与世隔绝。”古清生
说，他只是在喜欢的地方，追求心灵的积累和沉淀。

来神农架前，古清生是位北漂作家。1996
年，他与朋友合著的《中国可以说不》名声大噪，
发行量超过300万册。

2006年，朋友邀请古清生到神农架写金丝
猴。12月的大龙潭积雪有半米深，古清生早出
晚归，白天在雪中观察金丝猴的一举一动，晚上
在房子里与科研人员访谈聊天。

不久，《金丝猴部落》一书出版，这本用故事
讲述金丝猴生活习惯的书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

回到北京后，古清生的心却静不下来了：城市
的喧嚣让他困惑。他开始四处游历，边走边写。

2009年，古清生接到朋友的电话：“神农架
有块茶园，你要不要？”在神农架踏雪寻猴的一
幕幕再次涌现到眼前，特别是在静寂的大山里
聆听野生动物叫唤的感觉，让他无比渴望。

这一次，古清生没有犹豫，他直接把家搬进
了神农架。

“每天的事就是种茶、养蜂、观察大自然，从
事自然文学写作。”古清生说，他热衷于认识更
多植物，探寻更多动物，时常循着雪地的足印追
踪野兽，或者俯身山岩聆听泉水流淌的声音。

他把这些经历和感悟写成文字，让人读起

来轻松有趣、温暖治愈，于是有了《我就是山中
那盏灯》这本书。

2023年，古清生的散文集《森林中有许多
酒》出版。这本书里是他当茶农的心灵感悟，内
容关乎植物、动物及农耕生活。

当年，该书入选央视网年度阅读盛典文学
类推荐书单，以及《出版人》杂志年度致敬图书。

古清生居住的红举村是神农架最西边的村
子，几百名村民散居在98平方公里的大山里，
常常一个星期见不到一个生人。

古清生坚持自己炒制茶叶。他说，只有亲
力亲为，才能把握时间和火候。他根据制茶的
经验，发明了冷清、冷红、金茶等产品，其中金茶
制作工艺还获得发明专利。

熟悉古清生的村民都说他是个有趣的人，
比如为了除蚊虫，他会在茶园里撒粮食，引鸟儿
来吃。“它们会把蚊虫一并吃掉。”古清生说。他
时常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用玫瑰花
炒土鸡蛋、用天麻做丸子。

古清生的茶叶产量不高，但不愁销路。他
不仅有自己的网店，还有北京大董酒店、鼎泰丰
酒店等一些大客户。

他除了自己卖茶、茶露、艾露，还帮助村民
把土豆、萝卜、辣椒等便于运输的有机菜卖到北
京、武汉等大城市。今年，他又帮助阳日镇研发
山腊梅茶。

“我的目标是体验生活，实现自然文学创作
之梦。”古清生说，他要写神农架的一草一木、一花
一果、一虫一蝇，寻求一段有意义的人生实践。

夜幕降临，神农架林区大九湖坪阡小镇灯
光璀璨。

每晚8点，九湖姑娘乐队都会在中心广场
动情地弹唱歌谣。“大九湖的夏天，古老的歌还
在传唱，湖畔草甸上薄雾弥漫，月光下白云飘
散……”

充满磁性的歌声，引得来往游客纷纷驻足
倾听，有人甚至席地而坐，尽情感受着小镇的
活力和快乐。“唱到我的心里去了，给她们点
赞。”来自重庆巫山的游客谭惠丹说。

九湖姑娘是个民谣乐队，最初有苹果、嗨
皮、帮帮（均为艺名）三名成员。

三人均是宜昌人。2016年，三人在学习
非洲鼓时认识，因为热爱音乐，便组成了一个
小乐队。

2017年，三人到神农架旅游。大九湖的
美景让她们激情澎湃，三人一时兴起，弹起琴
唱起歌。

没想到，她们的歌声引来大批游客叫好，
还有人点歌请她们演唱。

“我们被大九湖深深地吸引，在这样的蓝天
和美景中歌唱感觉十分爽快。”苹果说，在这里
歌唱是一种享受，她们的唱歌水平进步很快。

从那以后，在每年的7月8月旅游旺季，
她们都会来到神农架，白天在景区唱歌，晚上
在镇上游客集中的地方驻唱。

她们的歌声成为坪阡小镇上的一道风
景。游客给她们取名为“九湖姑娘”。

“我们从几名音乐爱好者，逐渐成长为一
支配合默契的队伍。”苹果说，大九湖已经成了
她们的第二故乡，这里的每一个居民，每一拨
游客，都见证了她们的成长。

大九湖镇政府工作人员朱琳介绍，政府帮
她们解决了住宿问题，还协调她们在镇政府食
堂吃饭，尽可能提供方便。在镇政府的引导
下，坪阡小镇街头的艺人越来越多。

歌手晓风（艺名）是最早来神农架的艺人
之一。几年来，晓风在神农架创作了15首关于
大九湖的歌曲，包括《陪在你身边》《大九湖之
歌》《大九湖的夏天》等。其中，《大九湖的夏天》
荣获神农架林区第八届艺术节最佳原创奖。

“歌声让大九湖的夜色更迷人，街头艺人
已成为大九湖的一张名片。”朱琳说，坪阡小镇
夜间消费氛围越来越浓厚，餐吧酒吧林立，文
化演艺精彩纷呈，夜幕降临，民谣悠扬，温暖而
生动。

春风十里，我在神农架等你。
在神农坛景区对面的山腰上，春风十里民宿与

炎帝神农雕像遥遥相望。
暑期旅游旺季，民宿主人雪丽（化名）忙个不停，刚

挂断游客的订房咨询电话，新的订单又从电脑上弹出。
春风十里很“新”，2024年7月才开业迎客，整

个民宿从室外到室内干净清新；春风十里很“旧”，
以从山东滨州淘来的县衙大门为门，以香溪捡来的
石板为桌，大到庭院景观，小到餐吧座椅，既古朴雅
致，又有田园时尚的韵味。

春风十里的全名叫“南溪春风十里荒野度假酒
店”。雪丽说，原始的才是最珍贵的，她要让她的每
个房间都望得见远山，看得见森林。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份真情，我希望游客能
在我的民宿里尽情释放。”雪丽说，自己到神农架来
源于一份冲动，但现在看来是美妙的。

雪丽是名“90后”，安徽亳州人。来神农架之
前，她在上海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一年有三分之一
的时间在旅行。

“经常是把身上的钱花光了，再回去上班；攒点
钱了，就再出门。”雪丽说，她走遍了全国所有省份。

2016年，雪丽来到向往已久的神农架。古木
参天的金猴岭、大气磅礴的神农顶、仙气飘飘的大
九湖，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天的旅行很快就结束了。离开神农架的车
开了，雪丽看着公路两侧退去的树木，突然萌生出
强烈的不舍。

“那一刻真想叫司机停车。”雪丽说，可是想想

兜里的几百元钱，她又制止了冲动的想法。
在从木鱼到宜昌的路上，雪丽和大巴车司机聊

了一路：游客多不多？民宿生意好不好？租房大概
什么价格？

她当时就计划到神农架开一家民宿。回到上海
后，雪丽时常关心神农架民宿转让、酒店出租的消息。

两个月后，雪丽回到神农架，在木鱼镇寻找准
备出租的民宿。一来二去，直到当年底，她才以9
万元每年的价格，在镇上租到一家合适的民宿。

2017年，雪丽的民宿营业。当年，她小赚一笔。
年底，她又租了一家。两家民宿一共有50多个房间。

随后的几年，她把远在家乡的男朋友带到神农
架。两人结婚生子，经营民宿。

2022年，雪丽计划再开一家民宿。“要求民宿
单家独户，看得见森林，能欣赏云海。”雪丽说，或许
把心灵安放在荒野才是她留在神农架的初衷。

雪丽在神农坛村的山腰上租下一处房子，通过
一年半的改造，民宿终于开张。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雪丽说，她比装修自
己的家还上心：为了让游客在空中游泳池有身处高
空的感觉，她把方案改了三次；为了让游客在房间
看到“柿柿如意”，她寻遍神农架才找到一棵树形符
合要求的柿子树。

雪丽说，神农架不仅景美，还有让她感动的
人。比如那名不厌其烦给她介绍情况的大巴车司
机，教她开民宿的老板熊昌胜等。

“就把神农架当成家了。”雪丽说，要让游客喜
欢她的民宿，首先自己要爱上这里。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汉泽、通讯
员王品、向红荣）8月14日至17日，鄂
西渝东毗邻自然保护地联盟召开第六
届年会推进会，签订边界协议并商定
接纳吸收新的联盟单位，扩大联盟保
护范围。

2018年，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
发起倡议，与周边接壤的湖北堵河源、
十八里长峡、三峡万朝山等6个自然
保护地成立鄂西渝东毗邻自然保护地
联盟。

如今，联盟成员已增至 7 个。
根据联盟协议，7 个成员单位建立

统一的巡查制度和工作规范，在各
保护区的交界处建立联合保护站
点，共派人员值守，并积极构建绿
色生态廊道，让各类保护动物在 7
地自由穿行。

神农架联合兴山和巴东2个毗邻
保护地，建成25处生物廊道，构建区
域金丝猴保护联盟体系，使金丝猴的
生存环境进一步优化。

今年，神农架林区金丝猴本底资
源调查结果显示，与2019年第三次调
查相比，金丝猴种群增加1个，数量增
加147只，总数达到1618只，栖息地

面积增大至401平方公里。
据介绍，联盟成立以来，成员单位

开展联合巡护45次、边界联合巡查
14次、防灭火联合演练6次，使毗邻
地区野外用火得到有效管控，有力维
护了生态保护工作的系统性、连续性
和完整性。

“保护区有界线，但动植物生活繁
衍的范围却向周边辐射。”神农架国家
公园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光明
表示，将持续共守生物多样性，护美绿
水青山，着力构建全国示范自然保护
地联盟样板。

神农架扩大生态保护“朋友圈”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汉泽、通讯
员吴征炳）“找了10年，终于找到你！”
8月15日，在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福利
院，从孝感市大悟县赶来的亲人见到
走失10年的赵某，与他相拥而泣。

10年前，赵某在武汉与家人走散。
因精神受刺激，赵某一路流浪至神农架
林区红坪镇，并被红坪镇福利院收留。

10年来，赵某的家人四处寻找赵
某，并到当地派出所报警，发布寻人启
事，但一直杳无音信。

近期，红坪派出所民警在对福利
院收留人员进行血样、指纹、照片等信
息采集比对后，发现其中一人与大悟
县的赵某相似度极高。民警立即联系
当地派出所。

“接到电话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
信。”赵某的姐姐说，直到民警说明事
情始末，他们才如梦初醒，连夜从大悟
赶到神农架。

次日，在民警的带领下，赵某终于
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见面，他就认

出了姐姐和二哥。双方抱头痛哭。
随后，赵某在民警和红坪镇政府

工作人员见证下，办理相关手续后，跟
随家人乘车返回老家。

8月20日，赵某的二哥将一面绣
有“人民好警察，真心办民事”的锦旗
寄到红坪派出所，同时通过电话再次
对神农架民警表达感谢。

据介绍，2021年以来，神农架林区公
安局通过团圆行动，以及在日常工作中，
先后帮助8名走失多年的群众顺利回家。

迟到10年的相聚

神农架民警助孝感一男子找到亲人

8月25日，在神农架林区茨八线林下天麻种
植基地，郭永兵小心翼翼地扒开垄行上的浮土，一
窝天麻冒出黄白色的小头。

“1、2、3……”郭永兵轻声数数。“18个，又是
18个。今天扒了4窝，每窝都是十七八个，比往年
多三四个。”郭永兵提高了声调，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都说我是博士专家，我看当个农民更好。”

郭永兵52岁，以前是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植物学教研室主任、林学博士、副教授。

2011年，作为湖北省首批博士服务团成员，他
来到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挂职局长助理。

神农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让他如鱼得水。郭
永兵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不是在大山里采样，就是
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写论文。

他帮助林区启动金钗石斛组培实验室建设，积
极申报杓兰和兜兰新品种检测中心科研项目。

2012年，服务期满。郭永兵决定留在神农架
工作。林区也伸出橄榄枝，任命他为林区林管局党
委委员、局长助理、林科所所长，后来他又调任神农
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副总工程师。

在郭永兵的努力下，神农架与省林科院共建了
“湖北省油用牡丹种质资源圃”，与武汉大学开展了
“神农架真菌资源调查”。他还帮助林区整理古树
名木资料，系统汇编成册。

郭永兵出色的成绩得到认可，他先后入选“荆楚楷
模”“中国好人榜”，并组织申报和主持课题项目5项，发
明专利3项，发表论文16篇，获湖北省科技成果2项。

“钻进大山里，只为科研吗？”郭永兵觉得，只有
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山才会更绿、水才会
更清。2018年以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科研成
果转化和帮助群众增收上。

神农架是中华小蜜蜂保护区，5000多户群众靠
养蜂增收。郭永兵一边研究蜜源植物，一边研究小蜜
蜂的科学养殖，并探索出一些经验，比如“蜂王每年要
换一次”“蜂箱附近要放盐水”等。除了养蜂，解决核
桃不挂果、板栗易生虫等问题，都有郭永兵的身影。

2022年，林区谋划大力发展菌棒天麻种植产
业。郭永兵再次挂帅，担任神农架道地药材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种植天麻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选种。神农架
海拔较高，外地品种的天麻种在神农架“水土不
服”，本地传统的天麻种数量又不够。

郭永兵带领团队，通过几个月试验，成功培育
出“红麻、乌麻”的杂交品种。“新品种种植不用砍
树、土地利用率高，长出来的天麻口感更好、天麻素
含量更高。”郭永兵说。

今年，该公司种植天麻3万棒。“目前长势良
好，丰收在望。”郭永兵说。

种茶养蜂
写自然文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汉泽

“正宗清苦”作家古清生

民谣乐队九湖姑娘

深情弹唱
迷人夜色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汉泽

通讯员 唐奥

林学博士郭永兵

扎根大山
种天麻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汉泽
通讯员 房泽洋

民宿主人雪丽

春风十里
只因你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汉泽
通讯员 肖寒 谭经纬

春风十里民宿建有
空中游泳池。（湖北日
报通讯员 谭经纬 摄）

九湖姑娘乐队在
街头演唱。 （湖北日
报通讯员 唐奥 摄）

郭永兵（左一）和同事
们讨论工作。（湖北日报
通讯员 房泽洋 摄）

古清生每天有三分之
一的时间在阅读。（湖北
日报通讯员 彭鸿 摄）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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