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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日到七月二十二日，这七天，我过的充实而又快乐。火地塘林场，一

个位于海拔 2460m 的地方，是我社会实践全新的起点。在这短暂的七天中，我既领

略到了秦岭美丽而又壮观的自然风光，又学习到了秦岭的历史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博

大精深，当然，更深刻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在观光游行中体验生态环境

在这七天中，我们一起去过十八丈瀑布，一起登高山草甸，一起领略楼观台道

教文化，一起在多媒体教室欣赏纪录片《大秦岭》，一起去火地沟了解输水原理。在

这些观光游行中，我体会到了大自然的和谐与伟大，更明白了环境对人们生活的不

可替代性。其中，《大秦岭》这部纪录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山草甸之行在每个人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伴着樊志民教授的言传身

授，纪录片《大秦岭》也逐渐清晰在脑海。雄浑的秦腔、震撼的西安鼓乐，梵音佑

民、道颂太平，气势恢宏而又柔情万种的曲乐伴着摘自盛唐著名诗仙、诗圣、诗佛、

诗魔的十句诗词，契合成这部举世瞩目的八集纪录片的主题曲，自然天成，似神来

之笔。“终南阴岭秀，碧嶂插遥天。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秦岭愁回马，心事两

悠然。行到水穷处，月出孤舟寒。云横秦岭家何在？试登秦岭望秦川。”

这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将秦岭自然风光与中华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探索

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结合，既是对秦岭“父亲山”奇雄峻险、云蒸霞蔚的谢礼，也深

含教育意义。 《大秦岭》纪录片对于我们重新宣传、认识陕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始生之物，其行必丑，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可以使我们做的更到位、更好。通

过对一座自然山脉的介绍，以反映中国的自然、历史与文化，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

由单纯关注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到关注自然与人类的共生与协调关系，是近年新兴

的认识方法与研究理念，是一种科学的回归。 自然环境是一种长期延续的结构，

规定和制约着人类文明显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 山处者林、谷处者牧、陆处者农、

水处者渔，环境不同，产业结构与文明类型也就产生了差异。应当从既有的资源禀

赋出发，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以客观反映其应有的作用与贡献。我们经常陶醉

于对自然的胜利，但是自然对我们的报复往往也是无法抗拒的。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

学的基本范畴之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它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

想。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这或许是这座神奇而又伟大的山脉对中

华子孙后代的启迪以及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吧。

在切身实践中珍惜生态环境



二十一日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调查是这次活动的重中之重，在付少平院长，朱

宏斌、王有强副院长的带领下，我们坐车到宁陕县周边农村进行实地调研。在调研

过程中，村民们的积极配合让我紧张感缓解了不少，在与他们的交谈和对调查问卷

的分析，可以得出村民们的环保意识还不是特别强烈，村民们生活的关注点还是主

要在于经济和政治方面。与一位六十多岁的女性村民的交谈中，在有无制止过别人

倒垃圾以及是否举报过他人破坏环境的问题中，该村民的回答是有过制止，可是却

没有举报，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合适和公开的渠道，也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所以，

选择息事宁人。对于制止别人乱倒垃圾，也主要是针对不要把垃圾倒在自己家附近，

影响自己的生活，以及不要倒在水坝旁边去，以至于影响自己生活及农业用水，其

关注点还是在于自己的利益，而与保护环境的出发点关系不大，可是从另一方面来

说，村民的这种维己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环境的一种保护。从这可以看出，

村民们并没有将保护环境放在重要地位。

与另一位六十多岁的男性村民的交谈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垃圾的丢弃问题，

他说，山里地大人稀，村里设置的垃圾回收处距离自己居住的地方太远了，所以，

为了方便就把垃圾扔到临近的山沟里。从这可以看出，村里的环境保护措施实施的

相对较差，并没有出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去处理生活垃圾，所以没有起到原本很

好的保护环境的作用。在谈及生态移民政策和退耕还林政策时，该村民最大的反应

便是不公平，他谈及这种政策让真正贫穷的人获利很少，而且助长了懒人效应，享

受这些政策的村民将换来的钱在乡镇及县城买房子，便不回来居住，还有一些人，

拿着政策的补贴便不关心及从事农业耕作，使田地荒废。

而这次访谈也让我知道，所谓的退耕还林政策，并不是将耕地植上树，而是抛

荒，任山间水冲击枯枝，然后在两三年内枯枝便会长成新的树木。所以，这对恢复

生态环境是一场持久战，并且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保护生态文明，刻

不容缓，且意义重大。

通过观察可发现，村民们着重关注的还是经济问题，比如，在村民日常生活的

交流中，谈的最多的便是发展生存问题和邻里琐事。比如谁能带领中国人民生活的

更富裕、村里经济发展的不公平、以及讨论昨晚刚看的新闻联播等。而环境保护问

题却很少被涉及，追其原因便是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还不是很发达，人民在生活方

面的需求并未得到很好的满足，所以生活的主要矛盾还是经济。那么可以得出，要

想把保护环境的观念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发展经济，让每个村民富裕起来也是刻

不容缓的大事，当然，相对公平、官员的廉洁奉公和公开透明更能适度的消除官员

和村民的嫌隙，从而能够更好的带动和引导村民。

当然，环境保护与教育更是分不开的。从交谈中可以发现，村民并不了解什么

是含磷洗衣粉、有机肥、二氧化碳如何影响环境、白色垃圾以及什么是可回收与不

可回收的归类等。更不了解这些垃圾对环境危害的程度性，只是普遍认为对环境有



危害。所以，保护环境必须先让村民树立意识，即对垃圾危害环境的意识，和对保

护环境的意识。而树立意识的前提便是了解，了解的前提便是教育。教育并不局限

于课堂和书本，当地的政府应该加强教育和宣传力度，面对面的交谈和引导可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意识的树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日积月累和较长时间的延

续，所以对村民孩子们的教育中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是重中之重，因为他们可

以带动自己的父母及家人切身投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从而将意识内化于行动。

当然，父母对孩子也起到引导作用，父母应当为孩子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将保护

环境、节约资源作为家规的一部分也是一件深谋远虑的明智之举。

节约资源也是保护环境的重要体现。从问卷回收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村民们并

不是十分注重节约资源。集中体现在对水资源的浪费上面。他们平时很不注重对水

的节约，认为水很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更重要的一点是水是免费使用的。加

上他们身处大山之中，山上流下来的水足够他们用很久。所以，他们平时变不注重

对水的保护，而且用水很随意。如果对村民用水实施收费，我认为成效不大，反而

会引起民愤，那么如何引导引导村民适度用水，这还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在七天中，我从秦岭的独特风光中意识到，美好的一切都需要人们的共同维护

和珍惜，一味的贪婪的索取，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秦岭生态文明，我们身边的生

态文明，都需要我们伸出双手去维护，将保护环境内化于心，才是一名合格的热爱

生活者！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六个小组一起欢笑，一起

游戏，一起回忆有意义的曾经，感动与不舍的泪水不自觉的往下流，可能是不舍秦

岭对我们的挽留吧，不舍单纯而又美好的小伙伴们吧，不舍认真负责的几位仅年长

我们几岁却对我们照顾百般的学长学姐们吧，不舍平易近人的院长、副院长、老师

陪我们一起出行，累得在车上睡着的可爱的模样吧......好多好多的不舍，终将化

作美好的回忆。我在游行中收获知识，在游行中获得成长，在游行中记录美好的点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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