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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这个暑假的开头与各个学院的小伙伴一起参加了人文学院举办的有

关秦岭生态文明学习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以参观，室外实习与室内上课的教育方式

相结合使同学们对秦岭有更深的了解，对秦岭的生态文明有所认识，以及加强实践

与理论的结合。对于我们在校大学生来说，能在暑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生态文明实

践，给我们一个认识秦岭，了解生态，丰富自己知识的重要机会。2005 年，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科学论断。通过一个星期的实习，让我们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生态环境的建设同等重要，则要求我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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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之旅第一站——楼观台，是中国道教最早的朝圣之地，也是道教楼观的发

源地，号为“道家七十二福地之首”。是中国道教最早的朝圣之地，也是道教楼观的

发源地，号为“道家七十二福地之首”。在导游的带领下大致参观了楼观景区、金牛

坪景区、木子坪景区和就峪景区，了解到一些简单的道文化。

到达秦岭第三天，身处秦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听着小雨嘀嗒的声音，听着

教授讲着楼观台与道家文化的联系。主要学到了到了楼观台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以

及道家道教文化。观中秀美景 120 处为中南最盛，中南山上为楼观台最秀。道家文

化的创始人为老子，其自小好学多思，喜欢追更溯源深刻哲学问题，例如天有天法，

地有地理，人有人伦，物有物道。另一位与楼观台息息相关的人便是伊喜，其爱好

夜观天象，某天发现中南山紫气东来，会有圣人到来，此圣人乃孔子也，从此便开

启了道家文化。最能体现道家思想的基本观点的便是《道德经》——道家文化经典，

老子思想的结晶。道家以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其重要思想为“道法自然”，思想

核心为大道无为，其特点为无为无不为，顺其自然而为而治。道家思想顺应当今自

然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辱，其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每晚的秦岭纪录片欣赏以及结合教授的专题讲座，让我对秦岭和生态文明

有了新的认识。纪录片《大秦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樊教授用了五个次进行了

全面的评价：大制作，大视野，大思路，大选题，大手笔。此纪录片完美地阐述了

秦岭的历史。用影片《大秦岭》里的一句话来概括秦岭历史：一座秦岭山所蕴含的

历史文化信息足以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

秦岭已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系统。而秦岭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所蕴藏的

丰富的珍惜的动植物资源，更使秦岭在我们国家乃至世界生态环境保护当中都占有



重要的地位。早上起床在洗漱间外能看见小松鼠在树林中蹦蹦哒哒，据常年呆在秦

岭的老师讲述，偶儿还会有金丝猴，羚羊登门拜访， 同学门出去森林中还能遇见

蛇。总之，这里动物种类齐全，有兽类，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其庞大的动

物物种,数量都是西北之最，实现野生动物大种群保护，展开动物 3000 余种，10000

多只，被称为秦岭野生动物园。此外，秦岭还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为野生动物繁

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场所和丰富的食物来源。秦岭不仅地域广阔，而且地质构

造很复杂、很特殊、很有特色，因此，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美誉。如果把黄河比

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秦岭就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父亲山。

秦岭还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此行不仅通过教授的讲座领悟到了秦岭的自然特

点，还用身体零距离地体验到了。到达秦岭第二日，在老师的安排下所有参与人员

一大早向高山草甸出发。爬山的路途虽然很辛苦，再加上海拔较高，空气更加稀薄，

所以路途就更加艰难，但是路途中能看见秦岭刚从睡梦中苏醒，被雾笼罩的秦岭充

满了朦胧感。逐渐太阳慢慢升起，金黄大地，山坡泛绿，阳坡野花芬芳，成片的杜

鹃姹紫嫣红，小溪涓涓流淌；爬到山顶，放眼望去，眼前一片绿色，让人心旷神怡，

路途的艰辛也就被忘记。秦岭的天气充满了神秘感，变幻莫测。前一秒可能还是阳

光明媚，转眼间下起了小雨，大雾笼罩了整个秦岭，就这样一直在小雨与阳光之间

交替，让人捉摸不透，更奇怪的是偶尔还能阳光与雨滴同时进行。

秦岭之旅的尾巴，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对周边的村名开展了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

调研活动。此次调研以走访问卷的形式展开。主要调查周边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以

及他们的坏境保护意识与年龄，性别以及文化程度的关系，同时通过此次活动进行

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这次调研活动也是我大学校中的第一次调研，进行过程中夹

杂有点紧张，但是总体上还是比较成功。

从调查结果的数据分析来看，周边村民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50-70 岁所以调查过

程中也加大了难度，村民们很多专有名词不太理解，比如含 P 洗衣粉，所以我和我

的搭档走进村民家中，主要通过和他们闲聊询问他们一些生活方式来获取答案。据

结果显示，环境保护意识的强弱与年龄，文化程度有着很大的关系，与性别也有着

一定的关系。从参与调查的人中分析得到，男性的环境保护意识强于女性。究其原

因，当地会开展一些环境保护的培训，而去参加活动的更多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

而且整体上他们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所以女性会花更多时间在家务活中，

而男性更好奇外面的世界，所以更加关注新闻等等，潜移默化中了解到一些环保知

识。

而居民在 45 岁以上居多，年龄较大。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接受到的环境保护知识

较少，现在年纪较大，忙于生计，家庭原因使他们接收到的环境保护知识较少，而

且几乎没有精力去接受新的东西。于此形成对比的是 45 岁以下的调查对象，他们对

环境保护有着更多的了解，而且更愿意去接受新的东西，并为之做出改变。



文化程度主要为小学及初中，极少数为中专及高中，无大学本科及以上。究其

原因，其一：文化程度与年龄有着密切的关系，较年轻的被调查者的文化的程度较

高，而年纪较大的被调查者文化程度较低。其二：村庄处秦岭偏远地区，交通不方

便，教育落后，而受过高等教育的村民一般在外求学或者工作，这使得被调查的对

象文化程次较低，所以导致他们的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缺乏。

从和被调查者的聊天过程中，我们发现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

境保护。当我们与村民聊到主要用什么做饭时，我们得知平常生活中农户大多数使

用电，少数采用媒碳。这样就很大程度上减少污染气体的排放，这体现了科学的进

步以及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环境保护。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国农村居民的

环境保护意识总体上还比较欠缺，还应该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这也要求加强对

农村工作的管理，督促农村官员对环保宣传工作的落实等等。

生态文明一直都是我们人类不可缺少的生活，生存，生产的条件。和蔼可亲，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人类的一员，我们

坚持以草木葱茏，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空气清新为一个梦寐以求，美丽的目标。

此次秦岭生态文明之旅，收获颇多，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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