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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 1969 年的刘
全，曾任原石鼓乡金山
村党支部书记，现兼任
屏山县溢彩烟花爆竹有
限公司经理。2022年4
月以定级资深业务经理
的身份加盟新华保险四
川分公司，通过考核现
职级为新华保险四川分
公司宜宾中支高县公司资深业务经理。

刘全出生在石鼓乡金山村三组，那
是一个边远的小山村，没有任何资源，村
里无经济来源，工作处于被动状态，是全
乡最落后的贫困村。刘全从1992年担
任村支书以后，带头解放思想、开拓进

取，真抓实干，使全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金山村也由贫困村变成了富裕
村。刘全在工作中实干、苦干加巧干，发
挥敬业奉献的精神，得到了各级组织的
表扬表彰。

在做好村上工作提升的同时，刘全抓
住国家政策鼓励兴办实体经济的机遇，先
后到屏山县、江安县兴办企业，解决群众
就业。他一干10多年，解决了村中部分
群众就业问题，为金山村的进一步脱贫致
富作出了贡献。刘全接触保险是从1992

年开始，那年他就购买了个人养老保险，
多年来他不断添置各类保险保障，现在他
自己及家人已经购买了50余份各类保
险，投入资金400余万元，这也使其全家
有了充足保障。但是，近年来有一些老年
村民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刘全意识到保
险保障对于每个家庭而言的不可或缺性，
为此他决定：二次创业。经过慎重考虑，
刘全选择进入新华保险从事保险外勤工
作。他于2022年4月进入宜宾中支，搭
建了三个团队，二季度全部定级成功，三

季度在高温、疫情的考验下，他带领团队
克服重重困难，维持住了现有职级。入司
以来其团队服务客户已超百人，团队总保
费收入80余万元。

虽有所收获，但寿险这条道路还有很
长的路待他去走。刘全坚信：只有在今后
的工作中不断地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
业素养，才能为更多的客户带去保障，才
能让身边的群众拥有面对风险的底气。

刘全说，在未来，他将继续带领团队
坚持保险姓“保”的本质不动摇，秉持用心
守护千家万户的宗旨，不辜负每一位客户
的信任。在二次创业中不辱使命，尽最大
努力提升团队和客户的获得感、幸福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天刚

新华保险系列人物宣传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宜宾中支个险渠道明星人物刘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奕丹 杨霁月 田雪皎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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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山无信号，联系我的请留
言。”9月18日早上8点，翁建魁发布这条
朋友圈时，已经走到武夷山脉的主峰黄
岗山脚下，准备开始一天的巡逻，“最早
中午能下山，如果走长线，天黑才能回
来”。他说。

46岁的翁建魁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执
法支队星村大队桐木中队的一员，也是桐
木村的一名茶农，今年已是他成为生态管
护员的第7年。他熟悉崖壁上的雨燕，知
道最古老的铁杉在什么位置，但也曾在山
里迷路，直到天黑才走出。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有超过百名管护
员、护林员和哨卡人员，他们穿行在密林
间，值守在河道旁，足迹几乎踏遍公园的
每一个角落。在这个群体中，有超过半数
成员和翁建魁一样，是园内土生土长的居
民，他们生在黄岗山下、九曲溪畔，构成守
护国家公园最基础的细胞。

茶农成生态管护员
每月护林巡山五六十公里

福建武夷山市桐木村，是武夷山国家
公园的腹地。有着“华东屋脊”之称的黄
岗山就矗立在不远处。从翁建魁家开车
出发，10分钟就能抵达山脚。

20岁出头时，翁建魁曾搭乘拖拉机
第一次登顶黄岗山，现在他还记得当时的
雀跃，“山上的茅草比现在矮一点，还有黄
花菜”。后来保护区严格控制黄岗山的人
为活动，除了护林员与科研人员，鲜有人
能够上山。

再次登上黄岗山，是在翁建魁成为生
态管护员后。2016年，当时武夷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招聘传单贴到了当地各
个自然村，“既能照顾家，还能赚一份工
资，去黄岗山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一想到
此，当年40岁的翁建魁就去报了名。

徒步巡护是这份工作最重要也最辛
苦的部分。管护员每人每月需巡山12
次，包括2条8公里以上的长线、10条4

公里以上的短线，每个月他们都至少需巡
山五六十公里。

护林员的工作大多相似。在巡山途
中，他们要注意森林中是否有火灾隐患，
留意是否有驴友违规进山，观察山里野生
动植物等。

在常规巡护工作以外，武夷山的管护
员们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关注茶山，留
意是否存在违规扩边种茶、毁林种茶等
情况。

在武夷山，村民多以种茶为业，翁建
魁的另一重身份便是茶农。每年清明节
后，迎来春茶季，这一个多月是一年中他
最忙碌的时候，既要巡山，又要照顾家里
采茶、做茶的工作。“我家茶不是很多，把
时间控制好就行，有的时候晚上做点儿，
休假时做点儿。”翁建魁介绍。

为了增加收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前，村民上山毁林种茶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会带来水土流失的风险，影响森林生态
的同时，也会破坏茶树的生长环境。

近几年来，村民们的态度发生改
变。不少茶农加入护林员队伍，参与整
治茶山的巡护工作。公开资料显示，
2018年以来，武夷山市共整治茶山3万
余亩，其中国家公园范围内有 8500 余
亩。他们依赖大山生活，现在也在保护
森林。

保护每一条溪鱼
“对维持水生态平衡有积极意义”

黄岗山西南麓是九曲溪的发源地，
有一支“护鱼队”专门负责在河道巡逻。
队员们不用走山路，没有迷路的风险，但
工作却不轻松，值夜班、通宵蹲守都是常
有的事。

国家公园范围内，九曲溪河道禁止
捕捞任何水生动物，但仍有人铤而走
险。今年三月的一个深夜，“护鱼队”接
到举报电话，称河道上有人捕鱼。河道
督查吴经乐和四五个队员立刻出动。当
他们赶到南次路口附近时，河道上已经没
有人影。

从当天凌晨开始，队员们开始在河道
两岸蹲守，“附近三公里范围内，都安排了
人员。”直到第三夜的凌晨，河道上一人乘
坐竹筏出现，没有捕鱼的工具，只有泡沫
箱。“用的是鸬鹚抓鱼。”他的脑海里立刻
就冒出了这个想法，“竹筏上亮着灯光，是
为了给鸬鹚指路”。

片刻后，吴经乐看到原本潜在水中的
鸬鹚扑棱着翅膀，跳上竹筏，吐出嘴中的
鱼。它们颈部都套了绳子，没法把鱼咽下，

“一共有4只，在竹排附近上上下下”。捕
鱼者靠岸后被队员抓获，后来被立案处罚。

“我们在外面蹲守的情况很多。”吴经
乐介绍，只要接到举报电话，他们就一定
会出动，前去核实。他们的任务是保护九
曲溪，以及水中的每一条鱼。

行走在九曲溪两岸，不时能看到水
中成群的溪鱼，以光倒刺鲃最为常见，它
们有着一双“红眼睛”，也被当地人称作

“将军鱼”。和溪中多数鱼类一样，光倒
刺鲃并非濒危物种，一旦游出国家公园
或保护区范围，就有可能被捕捞上岸、摆
上餐桌。

但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光倒刺鲃等鱼
类不仅被“护鱼队”悉心保护，国家公园也
专门请来专家，评估九曲溪竹筏漂流项目
是否会对它们带来不利影响。

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何美峰博
士是研究团队中的一员，2018年至2020
年间，他们数次在九曲溪河道布设调查
点，对水域生态环境及光倒刺鲃的种群情
况进行调查。

保护光倒刺鲃，就是在保护国家公园
的水生态系统。这是一种杂食性鱼类，以
水中植物为主要饵料，可以控制水中的藻
类等水生植物，防止其过度繁殖，“对维持
整个水生态系统平衡，以及控制水质都有
积极作用。”何美峰介绍。

记者从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
到，执法支队对九曲溪开展24小时不间
断巡护，通过持续保护，九曲溪流域鱼类
数量明显增加，水质也达到I类标准。

年均巡山5万里
足迹踏遍公园各个角落

走山路，值夜班，不管是巡山还是巡
河，管护员们的工作各有各的辛苦。随着
巡检助手软件、执法记录仪、无人机、红外
相机等科技设备投入使用，管护员的巡护
方式也有了变化。

目前，每个护林员都安装了巡护助
手软件，管理人员在后台能查看每个人的
巡护轨迹，走到哪儿、停了几分钟都一清
二楚。

在野外，若是管护员进入无信号区
域，管理人员也能通过巡检助手定位管护
员的实时坐标，掌握他们的最新动态，防
止发生意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武夷山
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已建立国家
公园巡检平台，实现巡山护林人员现场调
配、巡护记录、考核监督一体化管理。

武夷山国家公园执法支队现聘有管
护员、护林员、哨卡人员上百人，年均组
织参加巡护8000人次、线路3000条、行
程约2.5万公里，实现了园区资源管护全
覆盖。

“保护家乡的生态很有意义。”吴经乐
告诉记者，成为国家公园的首批管护员，
让他内心非常“自豪”；翁建魁也表示喜欢
这份工作，只要有需要，他会一直干下去。

“护鱼队”夜间巡逻。 杨峰 摄

翁建魁和同事在黄岗山上巡护。杨峰 摄

武夷守山人：

是茶农也是守护者 年均巡山5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