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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以其博大的胸怀，养育了瑰丽耀眼的华夏文明，守护了万千生灵的繁衍生

息。凡是以环境为代价谋求发展，一旦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将会造成无法

挽回的损失。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生态保护“一盘棋”的意识，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才能实现区域永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一片蓝天、一方净土。

一、记活动过程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先去参观了楼观台，了解了道教相关文化。

古人云；“关中河山百二，以终南为最胜；终南千峰耸翠，以楼观为最名。”接

着我们便到了拥有着丰富的植物资源，多样的植被类型，鲜明的垂直分布序列，我

校重要的教学科研基地---火地塘实验林场。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丰富多彩的七天，

青山绿水，树木葱茏，火地塘迤逦秀美的自然风景忍不住让人陶醉其中。

此次课程学习中，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十分紧密。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围绕

秦岭起源与环境、秦岭历史与中华文明、秦岭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秦岭生物资源

与可持续发展、秦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等专题，人文学院、林学院教授还有林

业局分别向我们作了报告，利用晚上的时间观看纪录片《大秦岭》，我们还实地考察

了道教圣地楼观台、火地塘高山草甸、十八丈瀑布等秦岭文化资源、自然资源以及

环境特征，还赴火地塘林场所在的宁陕县周边乡镇，就秦岭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民俗民风等进行调研。

二、浅谈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生态

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

总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

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

地处我国气候南北分界线的秦岭，因天然的地理环境优势，养育着丰富的野生

动植物资源，被誉为“中华生物基因库”。统计显示，秦岭山脉中共有植物 3800 余

种，脊柱动物 82 科 642 种，其中，兽类 140 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7种，鸟类

338 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5种。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对秦岭大致情况有了一定

的了解，在看到秦岭发展潜力的同时认识到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巨大问题兵想方设

法去改正这才是最重要的。

与保护目标相比，过去多年生产建设中不顾环保、肆意破坏现象突出，秦岭区

域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不恰当，不合理的规划用地，沿途村

民的安置和之后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仍旧突出。



万类霜天竞自由。秦岭里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其中不乏许多兵临灭绝的

物种，包括朱鹮，金丝猴，大熊猫等国家保护动物。但如今，随着人口膨胀，森林

破坏，战争和狩猎等因素，秦岭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广袤的土地上生息渐减。《大

秦岭》中讲述的朱鹮数量锐减争先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保护，如何避免过度利用，

如何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可以享用到秦岭这一天然的宝库，也便是纪录片呼吁大家

思考的问题。

三、应对措施

1.不能破坏生态资源库

近几年专家调研发现，秦岭区域的生态环境正遭破坏，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森林覆盖率直线下降已经导致植被、水源等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加速。无论怎样发展，

秦岭作为一座生态资源宝库不容许被破坏。

生物种属灭绝加速。，动物生存环境恶化，人类偷猎活动屡禁不止，珍稀物种数

量减少，甚至频临灭绝。动物栖息地也在迅速减少。由于缺乏生态保护思维，一些

生产建设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隐性伤害”。例如，国省道改扩建未给动物保留

迁徙和逃生通道，导致种群隔离，难以繁育。陕西周至曾是野生朱鹮的栖息地，从

种植水稻改为猕猴桃旱田后，朱鹮无处觅食，现在已经再难见踪迹。

2.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

近些年来。政府已逐渐认识到生态破坏带来的恶劣影响，推行了退耕还林，还

草等政策。然而，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村民的生活还是会遇到其他问

题，在我们对宁陕县村庄进行调查时发现，退耕补助更本不能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影

响，部分村庄还是以给每户发放面粉等方法来代替补助金。且地处山区，交通不发

达，生活条件也无法改善。

在保护开发过程中应对村民意见收集和采纳，使村民充分参与到秦岭的生态建

设中，增强他们对秦岭生态的保护积极性，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对这里的生态建设

的关心度。

秦岭的青山绿水、生态环境必须保护，不容以任何理由加以破坏。 正如《大秦

岭》解说词里所说，在中国境内的众多名山大川中，能够统揽南北方迥异风采于一

身，所谓“马头看桃花，马尾扫风雪”的山脉唯有秦岭。“秦岭无言，只是默默的守

护着胸怀里的万千生灵。”的确，我们和其他物种一样，都是秦岭胸怀里的万千生灵。

《大秦岭》让我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秦岭，而我也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勉励自己，

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像亘古不变的秦岭一样，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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