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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兴趣爱好变为职业，是一件幸福的事

倾心护绿的“森林女医生”袁丹
■本报记者 舒翼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职 场 名 片

常州市林业工作站武进
分站林业有害生物检疫防治
科科长袁丹，被同事们亲切
地称为“森林女医生”。她从
小就对昆虫和植物感兴趣，
把兴趣变成为专业，发展成
了职业。“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特别幸运的人，能够从事自
己感兴趣的事业。每当看到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树木葱
葱、绿意盎然，不由得感到满
满的成就感。”

职 场 故 事

“相比坐办公室，我更喜
欢出外勤，这么多年跑苗辅、
转林场、和农户们交流，如果
有一段时间不跑，就觉得有
点不适应。”尽管外面骄阳似
火，袁丹依旧“一心
向外”：“戴上遮阳
帽、穿上防晒衣、登
着套鞋，在一片
绿树间查看病虫
害情况，这是作
为‘森林女医生’
的职责。”

43岁的袁丹是武进嘉
泽夏溪人，从小在这个承办
过全国花博会的花木之乡里
长大，对树木和昆虫特别感
兴趣。“别的女孩喜欢看开的
花、结的果，我却喜欢盯着看
哪里树叶被虫吃了，担心它
会不会得了什么病虫害；好
奇为什么幼虫变为成虫后，
身体形态会发生那么大的变
化；甚至别的女孩感到难看、
恶心的小虫子，我能够直接
上手去抓。我抓过金龟子的
幼虫土蚕、抓过天牛的幼虫，
一种肉肉的小虫子。所以我
从小就是别人眼里的另类女
孩，变成了现在同事们口中
的‘女汉子’。”

顺理成章的，她考取了
原徐州农业学校的植物保
护专业。2000年毕业后，她
回到了家乡的农林站，成了
一名林木检疫员。虽然她
的主要工作是在夏溪花木
市场的窗口，为农户和苗木
经济人在进出货的时候进
行抽样检疫并签发合格证，
只有拿到了合格证才能正
式进场或运往外地。她的
经验是“快速检疫通关的秘
诀，是多做田间调查，平时
观察积累当地常见花木病
虫害的发病规律、虫情和危
害程度，做到对所有的苗木
情况心中有数。我觉得那
时自己就是一位‘保健医

生’，绝不能让染了病虫害
的苗木流出常州，危害到其
他地方的绿树植被。”

“最开始开具检疫合格
证时，很多人都觉得要主动
送来窗口检疫，增加了一个
审验过程太复杂，不是很配
合。我就利用一切时间告
诉他们，如果不检疫，万一
卖出去的苗木发现病虫害，
不但要把所有苗木全部销
毁，所有的费用由他们自己
承担，还要被罚款。”一边解
释，袁丹一边加强做好服
务：因为装运时间（常会晚
上装车）与工作时间（检疫
员下午 5 点下班）时常会发
生冲突，造成农户或苗木经
济人意见很大，她专门申请
增设了夜班，把检疫时间延
长到晚上10点；以做好服务
为前提，把手头的活全做完
了，才会去上厕所或吃饭；
在 2007—2009 年期间，她
最多的一天开出了300多张
检疫合格证。

在窗口工作的15年间，
整个市场都知道了袁丹的
手机号码，经常有商户会提
前向她咨询检疫和苗木运
进运出事宜，哪怕现在再回
到市场去，都会有商户热情
向她打招呼“好久没见了”。

最让袁丹难忘的，是在2016年
8月，她是武进第一个发现扶桑绵
粉蚧这种植物虫害的人。“国家规
定的共有10多种检疫性、危险性病
虫害，其中就包括美国白蛾、松材
线虫和扶桑绵绵粉蚧等。我对这
些病虫害也是熟记在心，这让我能
够及时发现问题所在。”她说那时
嘉泽有一家草盆花基地，从上海引
进了好的品种进行培育。“我们一
年四季都会对大型苗圃和基地，上
门进行产地检疫，确保花卉苗木的
品质。”在一次上门检疫时，她抽样
发现花的长势还好，没有表现出异
常，但是叶片和茎部都有一种小小
的白色虫子。农户自己根本没有
注意到，按照以往的习惯施水肥和
打药治虫，没想到还会有虫子冒出
来。

袁丹下意识地觉得这种虫子很
像扶桑绵粉蚧，虽然主要发生在棉花

里，但也会对小型乔木和草花类植物
进行侵害，致死率非常高。通过采样
检测确认无误后，她将情况汇报到省
里，由专家赶来现场指导，发给农户
药剂进行防治，她在后期继续加强监
管，同时加强对农户的科普宣传。随
着农户意识不断提高，这种有害生物
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

2017年，她被调到了现在的单
位，负责武进区的苗木检疫和林业有
害生物防控工作。此后，她把更多精
力用在了有害生物防控上，通过调研
林木生长和产业布局情况，先是在嘉
泽布设了30多个诱捕器（利用性激
素诱捕有害生物里的雄性，阻断繁殖
过程），后又在全区范围内布设了
240多个诱捕器，还布设了50多个
太阳能杀虫灯，既能杀虫，又能发现
虫子的品种和基数。“我觉得自己现
在更像是‘主治医生’，不停地为森
林、苗木驱虫防病。”

随着无人机等设备的
迭代更新，袁丹发现信息
化、智能化正在病虫害防治
领域大展身手，比如很多农
户都已经采用无人机喷洒
药剂，省时省力效率高，比
如使用无人机可以更快地
发现虫害，比如松材线虫，
通过天牛作为宿主传播，一
旦松树被感染上，那就相当
于患了癌症，等到被发现就
已经很难逆转了，致死率极
高。“有一次，我们通过无人
机发现雪堰的一片松树林里，有一棵
松树完全发黄枯萎了，在常绿林里看
着非常明显。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对
这棵源头虫害树进行处置，同时对林
中的天牛进行防治，有效避免了虫害
的扩散，保护了这片绿色。如果像以
前那样，通过步行和人工去巡查，后
果就难以估量了。”

所以接下来，袁丹说，她会更多
地参加各类培训，掌握包括无人机、
卫星遥感等技术，帮助自己更好地守

护这片绿色。同时她还会向农户们
学习，因为对于常见的和已经发生过
的病虫害，他们知道的不比袁丹少，
而且会自行处置，比如喷药，会自费
购买质量更好、价格更高的专门药剂
进行喷洒。袁丹觉得这些从苗木繁
育一线总结而来的防治经验，更有借
览推广和可操作性。

随着不断地学习，袁丹觉得自己
这个“森林女医生”的称号会更加实
至名归。

出色的工作业绩，为她赢得了“森林女医生”的美称

袁丹在收集生物资料

从兴趣到专业再到职业，花木之乡的女儿实现了梦想

继续学习防控技能，把钟爱的事业做到最好

查看诱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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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丹（左二）在企业检查

袁丹（左）在木材企业宣传相关检疫法律法规

发放宣传资料发放宣传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