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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有一条非比寻常的山脉，气势巍峨地横亘在中华大地

上。它的存在，不仅改变了中国大陆的自然格局，还带来了强烈的“南北差异”，

小到喜食稻米还是面条，大到南方的温婉与北方的豪放，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它是中华民族的龙脉，是悠悠华夏历史的脉络所系。

它就是大秦岭。

秦岭谓之多大？或许我们能从东西绵延1600多公里的长度和40万平方公里

的山域面积中窥见它的雄浑与壮美。从告别昆仑山的那一刻起，它便开启了逶迤

东进的漫长征程，绵延不断的高峰峻岭，充实着愈加宏大的身躯，最终形成了西

起甘肃，穿越陕西，东至河南的庞大山系！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庞大绵长的身躯让我们纵览南北方“马头看桃花，

马尾扫风雪”的迥异风光，也让我们见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活泼可爱的金丝猴，

纵身起舞的“东方宝石”朱鹮等珍稀动物。

古人有把秦岭比作炎黄子孙的父亲山，把黄河比作华夏儿女的母亲河的说法，

秦岭山脉养育了炎黄子孙的秀丽之地。

从秦岭的讲座中，我们明晰了秦岭那厚重的历史，悠悠时光里，秦岭山脉一

手挽着长江，一手牵起黄河，成为滋养周秦汉唐的肥沃厚土也见证了沧海桑田般

的历史际遇。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军从秦岭中走出，声势浩大，所向披靡，

用铠甲利刃，斩断战国七雄间的藩篱，最终实现天下一统，四海归一；

秦岭古老的陈仓道，见证了“汉高祖”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经典

故事，巍巍山脉，带来了璀璨夺目的西汉，也成为曾经辉煌的汉室最后的庇护所；

诸葛亮五次北伐，率领蜀国大军翻越茫茫秦岭，历尽艰难却以失败告终，只

能带着无尽的遗憾在秦岭脚下的五丈原溘然长逝；

“一代枭雄”曹操，据传在秦岭的褒谷山口上，面对汹涌而下的河流，挥笔

写下“衮雪”二字，随从提醒他”衮“字少了三点水，他却说：“一河流水，岂

缺水乎！”或许正是他豪迈的气度造就了日益强盛的魏国；

漫漫秦岭，烙印着玄奘西行的脚步，也昭示着一个盛世的到来，“一骑红尘

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子午古道上，策马奔腾，烟尘滚滚，为杨贵妃送来

了鲜甜多汁的荔枝，也埋藏下灾难的祸根。

多少年匆匆岁月，这座山脉不知道目睹了多少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又深藏

过多少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透过历史的迷雾，许许多多的故事都会变得逐渐模糊，



愈加清晰的是早已根植在山脉中的那缕震颤人心的精魂。

青松翠柏，山间精灵，这是秦岭之魅力所在，而这正是得益于生态保护与生

态文明建设

于西农学子而言，秦岭显得更为重要，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靠山”！在

那里，我们建设了火地塘实验基地开展科研工作，培育人才，今年夏天我有幸参

加了学校开设的秦岭生态文明课程，前往火地塘，深入秦岭腹地，深思着西农人

这座“靠山”的前景。

途径秦岭终南山北麓中段，我们见到了一座古老的道观楼观台，传说 2000

多年前，老子骑着一头青牛缓缓而来在这里传授《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如今攀上这座让无数后人景仰的哲学之巅当年老子娓娓道来

的情形，依旧如在眼前。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讲究顺应自然，不加以人

为干预，这在处理今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依旧十分具有指导意义。

在火地塘的七天实习经历，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走出校园，走进

秦岭腹地，感受中华龙脉的巍峨壮丽。

然而有些生态问题不容我们忽视，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纪》曾详细披露过

秦岭违建别墅整治始末。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一个个阳奉阴违的细节，令人

震惊，更发人警醒：要守护好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如今细数秦岭遭遇

的开发和破坏，三天三夜都不足以将其表述完全。从山区旅游项目的建设，到采

石场的无序开采，从过度使用炸药的爆破作业，到房地产公司在山麓屏障上违规

建造的别墅，种种举动，无一不是在利益驱动下对秦岭沿线生态的伤害。遍体鳞

伤的山体，日渐弱化的生态功能，无一不在暗示着属于秦岭的“国家绿肺”,“中

央空调”的美誉已然不再的残酷现实。历史的骄傲如今却已变为永恒的伤痛，既

说终南惇物寓精华，彼时精华，于今日又在哪里寻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加

强秦岭生态保护做出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 2020 年 4 月 20 日亲自

莅临陕西考察，考察时多次强调，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

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陕西要深刻吸取秦岭违建别墅问题的教训，痛定思痛，警钟长鸣，以对党、对历

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

复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履行好职责，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决不能重蹈覆辙，决不

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非常鲜明地指出

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陕西应有的责任担当。

过往的时间虽然不停逝去，但是秦岭文化品质却经由代代秦岭人流传下来。

我前去宁陕县城进行秦岭生态文明环境行为调查的时候，更是深有体会。秦岭山



脉孕育了它优良的文化品质，这份品质又在代代相传中养育了如此温和朴实的人

民，哺育着宁陕县城。在调研过程中我了解到我们所做的环境保护工作有了他们

的参与，能有多少困难？

“从今往后，在陕西当干部，首先要了解这个教训，切勿重蹈覆辙，切实做

守护秦岭生态的卫士。”习近平总书记 4月 20 日在陕西考察如是说。

当好秦巴生态卫士，必须共建共治共享，凝聚生态保护强大合力。生态环境

关系着群众的生活品质，关系着社会和谐稳定。更优的生态、更好的环境，需要

共建共治共享。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认真履职尽

责，强化协同配合，着力构建条块结合、权责明确的秦巴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

要汇聚各方力量，广泛宣传动员，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践行、人人共享的良好局

面。要大力宣传秦巴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进展成效和典型经验，营造全社

会广泛参与的浓厚氛围，不断提升秦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要完善考核激励

机制，用好考核“指挥棒”，确保各级干部思想认识再提升、工作责任再落实，

努力形成全民参与、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同生长。保护生态环境不是不

要发展，而是要更好地发展。生态环境越好，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力就越强，就越

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国近年污染治理力度之大、措施出台频度之密、

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但并未对经济产生负面影

响，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中国逐

步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复工复产不断深入推进，中国正在尽全力

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此时，大力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

要性，其意义不言而喻。即使中国经济因疫情而出现波动，但中国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决心没有动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没有改变。中国绝

不会为了恢复经济、保 GDP 而不管不顾地走上污染环境的老路。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坚实有力，成效显著。现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入人心，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未来的秦岭，

一定是巍巍青山，未来的中国，绿色一定会是最动人的色彩。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保护秦岭、巴山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生

存家园。我们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起时代责任、扎实苦干实干，

当好秦岭、巴山生态卫士，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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