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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岭的魏然在群林中尽展，拔地而起的参天巨木守卫着生态的秀美、承载着历

史文化的威严，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结合，是新时代对生态环境与文化建设的

最佳诠释。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又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

是中华民族的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生态文化总览

秦岭作为横亘在我国中部的一座著名山系，在传统意义上既是中国南北气候、生

态地理、地质不同自然因素的分界线，又是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天然分野！经过 7

天时间的观览、学习，认识到秦岭物种的多元与包容性；文化的博大与影响力。

一到达火地塘，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大自然的味道萦绕在鼻尖。实践第二天我

们便见证了高山草甸的壮观及其“宽大的胸怀”，随着海拔的升高，植被也随之变化，

一路上从云杉看到油松，再到草丛，丰富的生态形式让我们看到大自然的瑰宝，一片

山包括了四种地带，秦岭山地落叶阔叶林、针叶林区；暖温带南部落叶栎林地带；秦

巴山地丘陵栎类林、巴山松、华山松林区；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地带。秦岭

目前已经建成 26个自然保护区，其中八个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外，还有 30个森

林公园。在这广袤的山水间除栽培植物外，共有野生维管植物 188科、969属、3284

种，分别占中国科、属、种的 53.3%、29.2%和 11.2%，秦岭是我国植物生物多样性较

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秦岭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为植物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作为我国植

物的重要基因库之一，秦岭分布着国家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 42种，这些珍稀濒危植物

在医药、木材、花卉、化工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如，香果树、杜仲、水

青树、连香树。秦岭有各类野生动物 600多种，动物区系具有起源古老、南北过渡、

东西承接、相互渗透、交错重叠的作用。秦岭有四宝——大熊猫、羚牛、朱鹮、金丝

猴。秦岭是我国大熊猫分布最北的地区，羚牛是秦岭数量最多的珍稀动物，朱鹮是一

种极为珍贵的鹮形目鸟类，金丝猴分布在山林各处。

秦岭还有很多独特且稀有的的动植物，为世界生物多样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岭是世界三大著名山脉之一，是我国十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保

护关键地区。不仅如此，它也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

出发第一天，我们就去楼观台参观了这一文化圣地，楼观台号称"天下第一福地"，

是我国著名的道教胜迹，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东南 15 公里的终南山北麓，风景幽

美，依山带水，茂林修竹，绿荫蔽天，古籍赞美它："关中河山百二，以终南为最胜；



终南千峰耸翠，以楼观为最名。"这里自然风光以森林见长，这里山岭倚山背水，茂林

修竹，融自然人文于一体，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主要流派，即儒家、道家和佛教。儒释道三教合流构成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此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基，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

中华民族的心理和行为。其中，道家文化和楼观台有着不解之缘。或者说，楼观台是

道家思想的发源地。

道家思想，道生万物，思考的不是具体事物，而是在追求宇宙万物的最终根据和

原因。宇宙万物究竟起源于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是现代科学所探索，哲学所思考的一

个问题，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在道家的思想当中，经常把人与自然加以比较联系。道家一直把一个人的品格与

水加以比较，“上善若水”，人的最高行为准则。道家不太讲善恶，不太讲一些道德规

范。道家认为最高的一种行为准则就像水一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能给万物带来

一些好处，能够使宇宙万物得以生长，但是它不争。而且这个不争是道家思想为人的

一个原则，“柔弱胜刚强”，要柔弱，要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什么

事情都要去争，结果引起了很多的争斗。人只有不争，谁也争不过，这才是一种为人

的品格。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

化的佛教。它们都关注的是究竟如何处理人与生存环境、与自然界的一种关系。陕西

蒲城有一个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曾经明确地说过各种思想，各种理论的核心在于“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全部思想理论的核心内容，首先是人与自然的

关系，称为“天人之际”；然后是“通古今之变”，找出支配历史发展古今的永恒规律；

最后形成“一家之言”，就是提出一种观点和看法，这就是思想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其实，生态文明也是在讲自然与人、自然与文化的平衡与联系。自然的环境保护、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实践反思总结
七天的参观学习让我们不仅领略了大秦岭的钟灵毓秀，也感受到文化的浓厚底蕴，

这也正是我们生态文明实践课程的核心所在。无论是探寻高山草甸的趣味旅程，还是

十八丈瀑布带来的静谧与震撼，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但是这并不是原有意义上

无私的赠与，这将需要人们来保卫与守护，人民需要发展，但是如今环境生态愈发重

要，发展不仅仅需要单纯考虑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生态建设与开发与修护。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我们要做到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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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

础。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

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十八中全会曾提

到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习近平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在宁陕县调研的一天里，看到了听到了很多生态文明建设的范例与实时动态。依

山傍水居住的当地居民在一定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又有着现代化的加持，大多数居民（城

镇）都可以较为方便的买卖货物。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态旅游建设也小有成就、据相

关居民的反馈，近年来当地旅游事业发展迅速，也为此对居民的的收入产生了一定的

积极影响。也正因此，当地的产品除了自己消耗，也可以为家庭创收。

当地的外部环境建设还是不错的，依河岸两边的建筑错落有致的分布着，但是，

遗憾的是，有相关居民提到居民的街道环境偶尔不是十分理想，所以在生态建设方面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持源头防治，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

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实施严惩重

罚等制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生态承诺。

另外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

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秦岭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性。按照要求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

作。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

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而秦岭作为中华民族的祖脉，生态的根基，我们更要合理开

发秦岭的生态文明，不迫害环境，不遗失文化，达成生态文明的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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