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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我市进入森林
防火期。在龙门东山上，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
作是爬五层楼高的铁梯，
到不足 5 平方米的瞭望
塔顶，时刻关注着塔下
8700多亩森林，以防有火
灾发生。

他们是龙门东山瞭望
人，也是龙门石窟世界文
化遗产守护者群体中鲜为
人知的一部分。

在龙门东山最高处的一座瞭望塔上，有一群人无论酷暑寒冬，时刻关注着塔下
8700多亩森林，以防有火灾发生，如今，我市进入森林防火期，他们的任务更为艰巨

龙门东山瞭望人：
鲜为人知的世界文化遗产守护者

塔上，夏天气温最高时 40 多摄氏
度，冬天山顶的风格外大，温度也比塔下
低两到三摄氏度，但无论再冷，他们都不
会生火取暖。

一进入防火期，瞭望塔上分秒都离
不开人，一个人一次至少要待够4个小
时才能下来。在这4个小时里，他们就
在瞭望塔上一圈圈地来回巡视。

每年的除夕，在塔上瞭望的人既不能
回家和家人团聚，也不能休息。在这千家
万户团圆的时刻，他们更要打起精神，在塔
上盯着远处燃放的烟花爆竹以及让他们最
担心的孔明灯……

很多时候，他们一天24个小时都待在
瞭望塔下的小院子里。当被问及为何能在
这里坚守这么长时间时，王战军想了一会
儿说：“春天花开了，冬天白雪皑皑，也怪好
看的。”

■ 记者手记

从今年初春到如今，我曾经数次登上
这座瞭望塔。因为我想找到一直萦绕在心
头的那个疑问的答案：这份枯燥的工作为
何还能有人一直坚持。

知道这座位于龙门东山的瞭望塔的人
并不多，来到这个地方的人更是寥寥，这里
总是充斥着呼啸的风声，还有那让人难受
的孤独和寂寞。

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看见那绚
烂的春花从烂漫到衰败。我想我已经明
白了——

春天花会开，冬天雪皑皑。这好风
光，这美景，从不辜负在背后默默守护它
们的人。

龙门东山，是龙门石窟世界文
化遗产的重要一部分。在这座山的
最高处，有一座高15米左右的瞭望
塔。为守护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
产，有一群人默默无闻地在塔上度
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11月，洛阳进入森林防火期，
瞭望塔上工作人员的警惕性也随之
提高。瞭望塔有五层楼高，只有一
个坡度近90度的铁梯通向塔顶，登

塔时必须紧紧握住铁梯的栏杆，并
让身体保持直立，难度着实不小。

瞭望塔塔顶不足5平方米，可这
儿就是守塔人一天的活动空间。“遇到
好天气，往北能看到邙山，往南能望到
伊川，往西是龙门西山，往东是二广高
速。”一名工作人员说。

不过，这远处的万家灯火和他们
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只有塔周围那
大片森林。“大风和干燥的天气，对我

们来说是最危险的。”这名瞭望人说，
一旦在白天看到烟或在晚上看到火
光，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驻守在龙门
东西两山上各个点的工作人员。每
隔两个小时，这些分散在东山和西山
的工作人员，都会在对讲机中说句

“正常”，好让大家放心。
除了在塔上瞭望，每年9月他

们还要割山上的草，因为当青草变
成干草时，就会成为安全隐患。

【心声】日子简单而枯燥，最难熬的是孤独

解顺生是龙门石窟景区管理处
东山管理中队的队长，在这里工作
了20多年。他说，目前队里共有
40人，其中有8人需要上瞭望塔工
作，他们两个人一班，三班倒，其余
时间大都待在塔下的小院子里。

今年65岁的王战军来自龙门
石窟街道办事处东草店社区，是瞭
望人中年龄最大的，干这项工作三

年了。他说：“这活儿只有年纪大的
人干得了，倒不是因为太累，而是那
份孤独难熬。”

这座瞭望塔海拔303米，因此
也被称为“303高地”。瞭望人大多
一周只能回家一次，用水都靠一星
期来两次的送水车。馒头和菜一般
是他们自己带上来的，早上把馒头
馏馏，就着面汤吃点咸菜，中午和晚

上一般都是面条。王战军说，在这
里就要心静，不能着急，干啥事都得
心平气和。

“工资不高，条件艰苦，为啥还
一直守在这里？”面对家人的不理
解，一名瞭望人笑着说：“在这里
既能锻炼身体，还能减轻孩子们
的负担。既然咱干了这活儿，总
得干好不是？”

【坚守】不到5平方米的塔顶，是瞭望人一天的活动空间

【欣慰】春花冬雪四季更替，
美景不负守护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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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关注塔下8700多亩的绿树森林，就是瞭望人

一天的工作内容

爬坡度近90度的铁梯到塔顶时，瞭望人必须紧
握住栏杆，并让身体保持直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