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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生态文明实践课程，最大的特色便在于“生态文明”和“实践”。

虽然来自农村，也见过不少的山山水水，但是，在前往秦岭以及到达秦岭之后，

依旧被这座大山深深地震撼。

山明水净，碧空如洗，纯粹的自然环境也荡涤了人的心灵。在这里，既能够感

受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扬飘渺；又能够感受到“碧嶂插遥天、直入

浮云间”的雄奇险要， 无论是山地草甸特有的生态景观还是从山腰到山顶的植被

的垂直性分布，都令人耳目一新。

来到这里，并不是避暑旅游来的，这也是一门课程，只不过是换了教学地点而

已。原本以为轻松的选修课，到了过后才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白天除了去实践，

上午下午都是安排了课程，不禁有一些懊悔起来：我为什么要来到这偏僻的地方，

受这一份煎熬呢？但细细想一下，回想自己的初心，一下子又变得坚定起来：暑假

漫长，如果没有规律的作息和外部的约束，很容易就让这一个多月白白地浪费掉，

倒不如在一开始就报这样一门课程来规律自己的生活。此外，由于生态学实习地课

程安排，我在秋季学期还得来秦岭一次，因此，借此次机会先为下一次做好准备。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希望能够进行更宽更广的学习，尤其是实践类的课程。由

于在之前的学习大环境和成长背景中，实践类的课程很是欠缺，因此我认为这是一

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当想完这些，再回过头来看，心里就平静多了。

单纯从课程来看，其实也并不轻松。虽然这些内容都是概述性的，但是毕竟每

次的课程都是涉及不同的领域，从遥感科学到农村经济，从农村卫生到林业资源，

而且单次的课程容量也比较大，虽然没有课程的考核，但是要了解主要点还是比较

吃力。另一方面，单次课程时间也不短，对于体力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尽管部分课

程听得不太懂，兴趣也不是特别浓厚，但是，我想，这也是一种锻炼吧，提高自己

对于关键信息的抓取能力，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毕竟，以后这样的课程和情景应

该也不少。

但是在课程中，更多的是震惊。这一次的师资阵容可谓是豪华，讲课的老师都

是各个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老师们虽然本身讲解的主要是偏向于某一主题，但其中

还是涉及各个方面的知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一系列，彼此都有所联系，

尤其是主将历史方面时，一些历史事件充满了因果联系，更是打破了原有的认为偶

然性的看法。能够在一个领域成为专家已经实属不易，但他们还对很多其他领域也

很有了解，此外，他们并不是整天埋头于实验，将自己关于科研的象牙塔内，对于

各种社会事物，也有着积极的参与和重大贡献。这些教授，大多是六七十岁了，尽



管已经上了年纪，但是连着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对于他们而言，就像是小菜一碟，

整个过程，没有显示出疲惫的样子，更多的是愉悦。在他们所在的领域坚守了几十

年，如今脸上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探求、对他们自己专业的热爱。这些教授们为我

们树立了榜样，阐释着广泛学习的内涵，催发着我们奋进的决心。

还有对于自己学习的反思。此次的学习，让我对基础知识有了更深的认识。都

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以前不以为然，但是，在资环学院的常老师秦岭起源及

环境的过程中，提及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变化的推导时，运用了物理中的热力学第二

定律、还有高中地理中的大气梯度压，虽然我并不能完全听懂，但是理想条件、绝

热，这些名词一下子又亲切熟悉了起来，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些知识也可以离我们

这么近。

在课程的第二天，我们前往了平河梁，观察山地草甸的景观。一路上，我们顺

着巡山到向上攀升，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艰难行进，最终才到达山顶。在这个过

程中，许多同学都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还有部分同学呼吸不畅，面色苍白，

这也提醒着我自己，确实该好好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了。从山底到山顶，植物出现

了从松树到桦树再到低矮灌木、高山草甸，而这正是我们前一天课程中所讲授的内

容。不得不得不说，高山草甸的景观确实很美，尤其是面临着远处升腾翻涌的云雾、

绵延无垠的大山，更给人一种恍若仙境之感。

下山时，所有同学的心情都轻松了起来，开始显得很是小心，毕竟有着“莫言

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的古训在。但是，走了一段路程，才发现除了需要

注意道路湿滑，也没有其他什么。更多的是一种“望山跑死马”的心力交瘁。但是，

这道路还是很好走的，毕竟这是人工修筑的现代化的巡山道了。但想一想，不得不

对这些护林工人，建设者致以敬意。在这巡护道上行走，已属不易，更何况将这么

多的建筑材料运输到山上，并且完成修建任务呢？还有穿过这大山深处的 214 国道，

那些建筑工人又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呢？以前一直认为火地塘林场条件差，但是自

林场 1958 年建场一来，一批又一批的工作人员不也是度过了吗？我们又有什么可以

抱怨的呢？更何况，我们如今在火地塘的各种条件相比国内外其他林场或者考察站，

已经是好了不知多少。

除了这些，还有许多其他锻炼的机会。比如授旗仪式中，旗手的竞选，课程快

结束时，接受关于感想的采访。前者，由于自己的胆小由于，错过了；而后者，我

走出了那战胜羞怯的一步。机会总是有的，关键是我们敢不敢去争取。在这里，印

象最深的还是属于到旬阳镇的问卷调查。通过一两个小时的活动，我们圆满完成了

预先设定的任务。但是，问卷调查，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得到的结果和数据，而是在

于问卷调查的过程。通过问卷调查，我们逐渐掌握了一些技巧，避免了机械式的问

答，而是在聊天中获取所需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也提高了我们人际交往的能力。

通过对他们生活的了解，更是让我对农村有了新的看法。



这里有着一般乡镇街道的共性，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里只有一千来

人的地方，竟然开有许多的民宿和饭店，而且这里又不少的年轻人。通过交流发现，

由于此处在秦岭里面，海拔高，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是夏季避暑的好地方，214

国道更是为其提供了巨大的交通便利，因此旅游业成为该地重要的经济来源。从调

查结果来看，总体而言，无论是垃圾处理还是厕所改造，成效都比较明显。当地的

村民思想觉悟还是比较高，在垃圾治理和厕所改造上都有一定的认识，比我之前见

到的村民要好许多。农村工作，可以考虑从思想建设抓起，同时，让村民们感受到

切实的好处。还有他们的林下经济：香菇、木耳、中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

里的村民们从当地实际出发，走出来一条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一路上，与来自各个学院的同学们相处合作，也从他

们身上学到了许多。或是耿直率真的性格，或是干净干练的作风，或是幽默乐观的

天性，亦或是奋发进取的态度。这也是一段难忘的友谊。

回到这次课程的主题，还是生态二字。来到秦岭，它的生态环境的却比其他地

方好很多。但是，当仔细观察，还是会发现，依然有很多对生态不友好的行为。在

前往山地草甸的路上，就是不是的能够看见一些垃圾，如纸巾，饮料瓶，塑料包装

袋，这些东西显得尤为刺眼。还有个别同学在路上丢着垃圾，还对反驳的同学抖机

灵予以否认。我们是来保护生态的，而不是来破坏生态的，然而这样的情景，就发

生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甚至都没有做出什么实际行动来保护环境，知识在培养环保

的意识，那么，我们该怎样在秦岭的活动中，在日常的生活中，将对生态环境的负

面影响降低？这是我们一个思考的问题。我们的确都懂得不少环保的知识，却并没

有明显的环保意识。生态友好的进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次的生态文明实践课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有了别样的课程体验。更

是将我从狭小的书斋中解脱出来，流放到天地与古今的巨大尺度中，在生活中进行

广泛意义上的学习，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课程结束，但学习与思考并不会就此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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