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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金色风采

奔走呼吁。在各方努力下，1989 年，云南

省政府正式批准建立中国前寒武系（震旦

系）—寒武系界线层型剖面省级自然保护

区。同年，批准成立云南梅树村剖面（省级）

地质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张世山任首

任管委会主任。2017 年，中国前寒武系省

级地质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成立，梅树村剖

面的保护工作迈入新阶段。

甘做“倔老头”

1994 年，张世山退休，可他依然闲不

下来，背上地质包、拿起地质锤，再次投

身于梅树村剖面的研究保护工作中。他到

保护区周边村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走

村串户宣传保护梅树村剖面的重要性，呼

吁村民们积极配合、自发参与保护工作。

在他的号召和带动下，昆阳磷矿的干部职

工先后在保护区内种下 5000 余棵树，不

仅有助于保持水土、美化环境，也标记出

保护区范围，防止梅树村剖面遭到破坏。

退休 30 年来，张世山一直坚持每月

步行到梅树村剖面巡护，多则 5 次、少则

3次，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从未间断。

巡护过程中也曾数次遇险，说起这些困

难，张世山总是轻描淡写，不愿过分强调。

“没有什么工作是简简单单就能做成的，

遇到困难，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张世

山说。

有一次，因雨天路滑，张世山重重地

摔在土坑里，连手表都遗失了，几经挣扎

才爬出土坑。回家后，得知消息的亲友们

纷纷劝他停止巡护工作，但张世山信念坚

定，刚刚伤愈又拄着拐杖上山去了。“一

些熟悉我的朋友说我是个‘倔老头’，我

自己是很喜欢这个称呼的。”张世山说，“做

保护工作就要有一些‘倔脾气’，认准了

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当好“老中医”

“我们做地质研究的人就像‘老中

医’，知识越积累越丰富。所以，我经常

鼓励年轻人多到一线实践，增长见识。”

只要有时间，张世山就会带领中国前寒武

系省级地质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年轻人到

梅树村剖面开展巡护工作。

多年间，张世山将管理、保护过程中

采集到的有研究价值的各类古生物化石进

行编号，详细记录采集信息并妥善保管。

“这些古生物化石是晋宁的宝贝，也是云

南的、中国的宝贝，我希望有更多人研究

梅树村剖面古生物化石，帮助群众深入了

解这里。”张世山说，“虽然没能钉下‘金

钉子’，但梅树村剖面的科研价值一直为

世界地质科学界所认可。”来自英国、美

国知名高校，以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多次前

往梅树村剖面考察学习，张世山都会当好

向导，通过剖面和一块块化石向到访者讲

述当地地质变化及生物进化历史。

“作为首任云南梅树村剖面（省级）

地质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张世山

老先生严谨细致的科学家精神，值得保护

工作者尤其是年轻人认真学习。”中国前

寒武系省级地质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党支部

书记、局长陈金龙认为，在张世山的引领

和激励下，越来越多年轻人接过他传承下

来的地质锤、背上他曾经背过的地质包，

投身于梅树村剖面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中，

齐心协力守护好这条跨越 5 亿余年的“时

光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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