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回奔波的一天

上午6点半，北高峰早已挤满了人。

“在杭州，过年少不了登高祈福，尤其是北高峰、

宝石山等地，一到这时候，立马开启‘人从众’模式。”

季江明说，他的任务是疏通人流和帮助有需要的群

众。

“师傅，热水去哪里接？”“步行下山往哪儿走？”

“卫生间在哪？”……一路上，每走几步路，就有群众到

季江明跟前询问，季江明都会停下脚步，耐心回答。

走到北高峰亭子前，季江明见到几名小孩蹲在地

上玩耍，便立即让他们起身，大声在人群中询问：“谁

家的孩子，大人在哪儿？”一旁家长匆匆赶来，季江明

告诉他们，山上人多，孩子蹲在地上容易遭遇踩踏，很

危险。

“节假日里，孩子走失、群众迷路、人员受伤的情

况比较多，除夕当天就发生了4起。”季江明说。

中午12点，季江明的手机响了。灵隐派出所接

到群众求助，北高峰上有人晕倒。

挂断电话，记者跟着季江明一路奔跑到事发地

点，只见一位50多岁的游客脸色发白，晕倒在地，同

行人喊她名字没有反应。

季江明大喊着疏散周边群众，保证周边空气通

畅。“来，你搭把手，我掐她人中，你捏她虎口，用

力！”季江明对一旁的特保队员说。

十几分钟后，游客渐渐苏醒，脸上有了血色。季

江明拿出担架，几名队员迅速围了上来，大家有序将

游客转移到担架、送至山脚、抬上救护车。原来，这名

游客患有低血糖，没吃早饭来登山，体力不支导致晕

倒。

从山上至山下，紧赶慢赶大概20分钟，季江明本

想歇一歇，可又接到了群众的求助——有个孩子走丢

了。来不及多想，他又上山了。

整整一天，季江明不是在疏导人流，就是在救助

群众，连一口茶水都没时间喝。值守的山上没有办公

室，季江明基本从早到晚都在山林奔波，也因此练出

了一身腱子肉。

山林里的“活地图”

这些年来，从北高峰山脚到山顶，季江明上上下

下的次数早已数算不清；1.27万亩的灵隐山体，他的

踪迹遍布每个角角落落。

“这片山体，我可太熟悉了。哪片的树长啥样，草

儿什么样，石头什么形状，我都了然于心。”季江明告

诉记者。

2009年9月，季江明被调至灵隐派出所。彼时，

山林几乎没有监控，也没开发游步道，民警只能靠人

力巡查。为了熟悉山林，季江明跑遍了灵隐山体的沟

沟坎坎。

后来，陆续有驴友来登山，发生了不少迷路警

情，季江明带上干粮、背起水壶、卷起裤腿，从白天巡

到夜间，详细记录下山体的点点滴滴——北高峰游

步道台阶1000步，按照正常成年人的爬山速度，从

山脚徒步登上山顶需35分钟；天竺山4处野道岔路

是驴友热衷的路线，但也发生过9起迷路警情，需加

强关注……

“山体救援不同于地面道路救援，山域地形复杂、

气候多变，熟知山体地形图只是作为山体管理的基本

功，更重要的是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季江明说，不

同的警情，采取的救援措施有很大差别。这些年，他

还掌握了骨折包扎、人工心肺复苏等技能，俨如半个

医生。

季江明还联动7家山体单位，组建了一支58人的

山体联勤联防队，以及1个山体管理工作专群。他本

人则参与山体救援救助240余次，救助被困人员260

余人，挽救垂危生命53次，寻回山体走失小孩（老人）

318人次，寻找失物540余件次。

季江明的双腿在一次次救援过程中留下了几十

道深深浅浅的伤痕。“每年有那么多的游客从全国各

地到灵隐来，希望他们开开心心来、开开心心回。”季

江明说。

派出所里的惊喜

傍晚，来灵隐的游客少了下来。下午5点，正在

北高峰巡逻的季江明接到了派出所教导员张曙辉的

电话，说有事让他回派出所一趟。

季江明交接完工作后，下山回到所里。就在推开

办公室门的一刻，他见到了动容的一幕——张曙辉带

着他的妻子、女儿、外孙，走到他面前，外孙手里端着

一碗热腾腾的水饺。

“哎呀，你们都来啦！”季江明没想到，所里给他准

备了这番惊喜。他起身接过饺子，一把抱起3岁的外

孙。“快点吃，等下饺子凉了。”女儿在一旁提醒。

16年来，每个春节季江明都是在山上度过的，他

的家人也早就习惯了。头几年，女儿还想上山看望季

江明，可被他一口拒绝，“哪有时间接待他们呀。”后

来，一家人索性外出旅游，“不管”季江明了。

“这些年，你一直都回不了家，所以特意把你请下

山，好好和家人聚一聚。今天单位还找人给你写了一

幅字，你看看。”张曙辉说着，摊开一张白色宣纸，上面

写着“灵隐山神”四个大字。

“再过7个月就退休了，其实我挺舍不得这份工

作的。”季江明说，他早把灵隐的这片山林当作了自己

的“孩子”，几乎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这片山林。“到时

候如果有需要，我愿意过来帮忙。”季江明紧紧握着张

曙辉的手说。

晚上的北高峰会有一波大流量，季江明和家

人道别后，又上山去了。

“灵隐山神”的最后一班春节岗

本报记者 陈毅人 见习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黄㑇琳

今年春节，是季江明最后一次春节值班，9月他将光荣退休。和过去15个年头一样，从除夕到正月初八，他几乎都是在山上度过的。

季江明也被称为“灵隐山神”，作为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分局灵隐派出所民警，随便给他一张辖区山林的照片，他就能辨认出拍摄的具体

位置，还能估算出抵达时间。

“山神”的春节是怎么过的？正月初一，记者跟着他巡了一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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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晕倒群众 记者和季江明（左） 照顾走散的孩子

季江明（左）收到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