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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采摘过程却威胁着农户的人身安全

莫让生命从核桃树上坠落
可能一辈子站不起来了

在欢乐的景象里，愁绪亦如阴霾笼罩。

黄山市人民医院骨科病床上，今年56岁的方光水不能动弹，

他因打山核桃从树上摔下，造成腰椎骨折伴截瘫。方光水家在歙

县金川乡伏黄村，有近两百棵山核桃树，每年收入有两万多元。

“树干被虫蛀空了，我没注意，我靠在树干上，向前用力打山核

桃时，一个反弹，背靠的树干折断了。”回忆起9月10日上午的一

幕，方光水很是懊恼，摔落的高度大约两米多，摔落后又滚下了山

坡，当时下半身没有知觉，“13号做完手术，医生说，可能一辈子都

站不起来了。”

同村的村民张雪花也因树枝开裂摔伤了，在歙县人民医院治

疗。记者了解到，每年因此诊治的伤者有数十人，今年受伤的人数

较往年有所减少，但仍难以避免。

记者了解到，山核桃的生长环境比较陡峭，山势较高，采摘环

境比较恶劣。村民要走很多路，很费体力。此外，山核桃树太高，

打山核桃时，攀爬五六米是常有的事，最高的要爬上10多米，弄不

好一个趔趄跌下去，头碰到石头甚至可能摔死。

打山核桃风险不可预测
伏黄村村民叶祖发告诉记者，整个采摘期一共只有7到10

天，时间就是金钱，因此很多不安全的因素被忽视了。

在一处地势险恶的山坡上，今年60多岁的叶祖发只用了几秒

钟的时间，就灵活地攀上了一棵老山核桃树，他看到树上还有未打

落的山核桃。

叶祖发从20岁开始打山核桃，一打就是40年。他很有经验，

认为打山核桃也是技术活。老树的枝桠不少被虫蛀了，你得看出

来；新树的枝桠较脆，你得站稳了……

尽管叶祖发40年从未摔落过，但他还是认为风险不可预测。

为了争夺阳光，山核桃树会不断往上生长，越长越高。另外，山核

桃树干不但高，而且光溜溜，而山核桃果就长在最顶上树枝上。如

今，他一年比一年老了，体力一年不如一年。而年轻人很少爬山爬

树，只是采收季节才从外地赶回家帮忙，体力也跟不上。

摘核桃不慎从树上摔下的村民方光水

何时走出“泣泪”阴影？
年年打山核桃，年年都有人受伤。浓香松脆的山核

桃何时才能走出“泣泪”的阴影？

为尽量避免伤亡事故的发生，今年采摘季节，三阳乡

和金川乡的全体干部，联合公安和林业部门，每天4点多

钟，就分布在各个大小山头。村民们通常清晨5时上山，

乡干部必须提前赶到，确保村民有序采摘。“比如偷打或

争吵，都会影响到村民的情绪，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方新

辉说。

除了树和生长环境等客观原因外，金川乡乡长邵炜

文还认为，不少村民在采摘山核桃时，存在侥幸心理，麻

痹大意，总认为厄运跟自己无关。为了向村民们提供更

多的安全保障，三阳乡和金川乡今年还学习浙江的做法，

宣传发动村民购买“山核桃采收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今

年很多大户都购买了。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出研发打

山核桃的机器，代替人力劳作带来的风险。但山核桃树

多长在陡峭的山坡上，机器能否用得上，也是一大难题。

尽管当地政府在确保安全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但要

想完全杜绝不幸发生，目前还难以实现。“山里人离不开

山核桃，但又为它伤透了脑筋。”从浙江赶回家帮助打山

核桃的小程说。叶祖发在打山核桃，他已经打了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