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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木里，一半森林。杨达瓦是土生土长的
木里人，木里人对山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眷恋。

1991年，西昌林业技校毕业的杨达瓦到木里
县林业局工作，正式开启了他守护森林的使命。

2008 年他任木里县麦日乡武装部部长，
2013年就任木里县林业局副局长、森林防火办
主任，两年后升任县林业局局长。今年改革后继
续出任木里县林草局局长。

整整 28年，杨达瓦来来回回辗转数职，一
直没离开过森林防火的工作。

木里森林覆盖率67.3%，是四川森林蓄积量第
一县，占全国蓄积量的百分之一。冬春季节，是木里
森林防火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每遇火情出现，杨
达瓦便会冲在前面，奔赴火场第一线，拼命扑火。

“回来后，我看到达瓦局长的黄胶鞋都磨烂
了，鞋一脱，脚底全是泡。”木里县林草局副局长
刘兴林回忆，今年 2月 10日，春节刚刚结束，木
里县三角亚乡发生了森林火灾，当他们赶到木
里县投入工作时，杨达瓦已经带领扑火队赶往
现场进行扑救。

3月30日晚，木里县林草局自然保护中心办
公室主任陈川正在和杨达瓦一起加班，接到立尔
村附近发生火情的报告后，杨达瓦说，自己熟悉
那里的环境，抓起备有迷彩服、毯子、水、干粮和
救火工具的背包便冲上了去往救火现场的车。

31日下午，灭火人员突遇山火爆燃，30人
失联，杨达瓦也在其中。

4月1日下午6时，失联的30名扑火人员遗

体被找到。
“那天下午，队伍开始往回机动，第三组由

杨达瓦等人带领。”4月3日，凉山州森林消防支
队西昌大队大队长张军回忆了当时的场景，他
说，在队伍距离火场仅剩五六百米距离时，现场
突发明火爆燃。

确认杨达瓦牺牲后，同事们掩面而泣，家人
更不愿相信这个事实。然而，真相终究是冰冷
的：杨达瓦用生命守护着木里森林。

4月4日下午，苍天含泪，群山肃穆，成千上
万的群众在西昌火把广场为杨达瓦等 30位救
火英雄送别后，杨达瓦的灵车回到了木里，道路
两旁站满了自发迎接的群众，举着白色的哈达
高喊：“英雄，回家了！”

蹈火英雄杨达瓦：
命护青山 光照贫村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黄晓庆

“模范丈夫”赵本付：

为爱撑起一个家
□黎涛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国富 文/图

3月的小山村，春意盎然，草长莺飞。
赵本付站在家门前，左手拿着梳子，右手轻抚

着妻子的头，温柔地为妻子梳着头发，嘴里不时问
道“痛不痛”，尽管妻子没有回应，但他手上却更加
小心翼翼。这样的画面，每天都会发生，因为对妻
子悉心照顾，赵本付被乡亲们称为“模范丈夫”。

给妻治病 他满头乌发变银丝

近日，在南充顺庆区新复乡长远沟村支部书
记赵红志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赵本付家。这是一
栋砖混结构的楼房，客厅内摆放着一张桌子和一
台电视机，桌子上放着一些装着药物的瓶瓶罐罐。
尽管屋内陈设简陋，但地上却不见灰尘，看上去干
净整洁。

“他对老婆特别好，很勤快，还很有干劲。”在
赵红志眼中，赵本付身上满是优点。

赵本付今年 67岁，两鬓和胡须都已花白，头
戴一顶褐黑色帽子，脸上挂着微笑。妻子徐永莲坐
在轮椅上，身着花布棉袄、棉裤。被丈夫推着的她，
脸侧在一边，似乎有些害羞。

“我们结婚31年了。”赵本付介绍，他与妻子相
识在1988年，那时候两人同在攀枝花市米易县一
工地打工，在工友们的撮合下，两人结为夫妻。婚
后，两人一起回到了老家新复乡长远沟村，赵本付
在乡里揽点活，妻子照顾家庭，日子平淡而简单。

然而，2012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几乎摧
垮了这个家庭。“在家好好带孩子，中午我要回来
吃饭。”2012年 11月的一天，赵本付叮嘱妻子后，
像往常一样出去干活，但中午回到家时，赵本付却
看到妻子呆坐在屋前，背靠墙壁，他上前去轻推了
一下，妻子毫无反应……

妻子被送往南充市中心医院，医生给出的诊
断是高血压并发症引起的脑梗，救好了也会瘫痪。
但赵本付没有放弃，他四处借钱希望能治好妻子。

“父亲之前很乐观，头上白头发都不见几根。
但在母亲接受治疗期间，父亲头上的白头发一下
子就冒了出来。”大女儿赵明蓉说，那段时间，父亲
胡子拉碴的，她跟弟弟妹妹看了都心疼。

为爱坚守 他照顾妻子一辈子

妻子出院后，赵本付就像是陀螺一样连轴转，
瘫痪的妻子、三个年幼的孩子都需要他照顾。

有一次，妻子睡下后，赵本付到地里干活，天
黑了才回到家，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看到她在
床上躺着，到处都是大便，又脏又乱。”说起照顾妻
子的艰辛，赵本付一度眼含热泪。多年来，赵本付
每天忙完外面的活，回到家还要笑着照顾妻子的
饮食起居，再坚强的汉子，面对如此困境，也会有
脆弱的时候。

“当时给她擦洗干净，照顾她睡下，洗完被子已
经是深夜了……”说着，赵本付握紧了妻子的手。

“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们是一家人，我不照顾
她谁来照顾她呢？”赵本付说，在米易县认识她的
时候就认定了要照顾她一辈子。

“她吃药怕苦，喜欢吃糖，喜欢喝奶粉，喜欢吃
肉丸子……”妻子的这些生活习惯，赵本付都深深
记在心里，寒来暑往，一如既往地照顾妻子不曾改
变。

人穷志长 他勤劳持家终脱贫

赵本付除了对妻子悉心呵护，他的勤劳也得
到了村里人的肯定。

赵本付个子不高，但身体很结实。“以前村里
有人修房子，那时候材料都是靠人工，我就去打
杂，负责扛材料。”赵本付说，结婚回乡后，除了给
人家修房子打杂，主要是种庄稼，自家的地加上村
里人的撂荒地一共种了3亩多。“谷子收成好的时
候，有 1000多斤，从种到收都靠自己。另外，自己
还种了一些蔬菜。”望着家旁边一片绿油油的菜
地，赵本付脸上满是骄傲。

2014年，赵本付一家被认定为贫困户。“他很
勤快，一边照顾妻子，一边打零工，还要照顾三个
孩子。”邻居赵永茂说，他见证了这个汉子拉扯着
这个家在2016年底脱贫。

脱贫少不了勤劳，更离不开政府和帮扶干部
的帮助。

2016年，在南充市审计局和顺庆区交通运输
局的帮扶下，赵本付完成了易地扶贫搬迁。妻子的
药费，赵本付也只需要承担极小一部分，其它的都
可以报销。

“目前我和妻子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享受
了低保，两个孩子成年后我会主动申请让他们退
出低保。”赵本付说，孩子大了要自立，不能等着政
府帮助，哪怕日子苦点，但咬咬牙就过去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老实又倔强。”大女儿赵
明蓉说，父亲的性格对她也有很大影响，她也会把
这种勤劳持家、踏实做人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临近中午，赵本付将妻子抱到了床上，在厨房
忙碌起来……

“达瓦”在藏
语中是月亮的意
思，代表着光亮
和希望。蹈火英
雄杨达瓦用热诚
点亮了贫困户的
梦想和希望，用
生命守护了他热
爱的那片青山。
他走了，留下的，
是人们对他的思
念，以及他对家
人的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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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达瓦，木里县林业
和草原局局长，3月30日的
木里森林火灾中，他和其
余29名扑火英雄的生命永
远定格在了木里山谷。

“英雄，走好！”4月6日
上午，是杨达瓦出殡的日
子，木里县按照藏族传统
仪式为救火英雄杨达瓦举
行葬礼。追悼会结束后，灵
车从木里县殡仪馆缓缓驶
出，沿途都是自发前来送
行的群众，他们举着白色
的哈达，为“达瓦局长”作
最后的告别。

经幡飘动，法铃声声。
“达瓦局长”真的走了！他
的墓地在离他家约 3 公里
的一处山坡上，他头枕着
翠绿含烟、鸟语花香的木
里山谷，脚下是奔袭千里、
昼夜不息的雅砻江。

藏语中，“达瓦”是月
亮的意思，代表着光亮和
希望。

曾经，每次扑火，杨达
瓦总是冲在最前面，像一
道亮光，引领着无数人前
行。

曾经，他真情扶贫，事
无巨细操持过问，照亮东
朗乡百余贫困户美好生活
的梦想。

如今，杨达瓦这轮月
亮，随火焰一起升腾，回到
了天空，继续守护木里山
谷的万山苍绿。

他走了，留下的，是人
们对他的思念，和他对家
人的亏欠。

风卷山岗，经幡猎猎。
寂静的山坡上，经幡知道，杨达瓦一生为守

护木里山谷付出了多少心血，也留下了对家人
的亏欠。

从西昌林业技校毕业后，他便以守护木里
森林为己任。20多年来，每年冬春防火季节是
杨达瓦最忙的时候，尤其是春节期间，他大多数
时间都在加班值班，没有周末，没有节日，80岁

的老父亲总是等不到儿子回家，读大学的儿子
常常看不到父亲。

而这一次，杨达瓦的离去，老父亲再也等不
到儿子，儿子再也看不见父亲了。

4月6日，在与杨达瓦正式告别的葬礼上，他
的儿子洛桑多吉怀着悲伤与崇敬的心情，郑重地
许下承诺：“向每一位木里人致敬，向所有消防官
兵致敬，这份精神我将永远传承，不管时代怎样
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其实，对儿子洛桑多吉的亏欠成为了杨达
瓦最大的遗憾。杨达瓦多年好友邓武喜说，因为
常年忙于工作，少有时间关照儿子，以至于儿子
落下了听力上的毛病。他也曾带儿子出去治疗
过，但因为工作忙，又耽搁了。

4 月 6 日，木里县卫健局主任多杰告诉记
者，就在 3月末，火灾发生的前几天，一次会议
散会后，杨达瓦找到他，希望他帮其儿子洛桑多
吉留意配对耳蜗的医疗信息。

杨达瓦对多杰说，儿子洛桑多吉在成都上
大学，听力不好，杨达瓦一直想给孩子配个耳蜗。
但木里离成都山高路远，来回要耽搁好几天的时
间，妻子工作忙，杨达瓦更是因森林防火和脱贫
攻坚两大任务叠加，无法脱身，连双休日都没法
休息。他打算，等过了森林防火特别严峻的时段
和县上年底通过脱贫验收后，带孩子去配耳蜗。

“他当时的表情和语气，真的就像在交代遗
愿一般。我感觉有些对不起他……"回忆当时交
流的场景，多杰有些说不下去了，他没想到这是
他们最后一次对话，杨达瓦的这个请求真的成
了“最后的请求”。

英雄辞世，经幡飘扬；明月当空，浩气长存。
木里山谷的万山层林，是“达瓦局长”永恒的守
候！

水洛河水依然潺潺向东，山间的原始桃花
群楚楚欲燃。进入春季，时光和往年一样，给古
老藏乡东朗涂上了斑斓的色彩。然而，这片土地
上再也看不到杨达瓦的身影了。

东朗乡位于木里县西北部，共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106户，是木里林草局的对口扶贫乡，也
是杨达瓦曾经最惦念的地方。2016 年起，木里
林草局对口扶贫东朗乡，“达瓦局长”带着一肩
责任，为东朗乡开拓脱贫致富路。

乡民的收入增加了。和很多高原藏区一样，
松茸、虫草、中草药等珍品是东朗乡的主要经济
来源。为增加收入，杨达瓦带领木里县林草局帮
扶人员大力发展绒佐村集体经济，并选聘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为生态护林员。
乡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在杨达瓦带领的

县林草局帮扶团队和东朗乡的共同努力下，东
朗乡修建起了通村公路，106 户贫困户全部住
上了宽敞舒适的好房子。

如今，东朗乡脱贫攻坚工作居全县前列，乡
民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乡民说：“达瓦局长就
是月亮，照亮了我们乡美好生活的希望。”

乡民们幸福小日子的背后，是杨达瓦扶贫
团队的心血付出。

东朗乡，距离县城 270公里，有 7个小时的
车程。不管工作再忙，杨达瓦每月至少会抽空去
一次，常常骑几个小时摩托车和乡里干部一同

入户调查。
为了乡民能住得舒适，杨达瓦细心到操心

房子的造价、装修的用料和日常家装八件套的
添置。装修时，杨达瓦还亲自找木匠讨价还价：

“你们就当做善事。”
4月 1日，得知达瓦局长牺牲的消息，东朗

乡哭声一片，乡民们带着浓浓的哀思，纷纷到库
绒寺点灯。东朗乡副乡长金贤志说，因为点油灯
的人太多，差点把点灯的铁架底座给烧塌了。

金贤志已经连续失眠了好几个晚上，在达
瓦局长“回家”的那晚，他联合成都的音乐人制
作了一首祭奠达瓦局长和其余英雄们的歌曲

《木里山谷的蓝月亮》，旋律深情，哀思跌宕。

“月亮”到东朗 照亮乡民脱贫梦

“月亮”爱青山 坚守防火第一线

“月亮”有亏欠 为儿求医成遗愿

东朗乡乡民到库绒寺为达瓦局长点灯（金贤志 摄）

4月6日，杨达瓦葬礼举行，灵车缓缓行驶（张扬 摄）

赵本付为妻子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