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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工业时代，工业文明大行其道，人类进入了大跨步前进的阶段。然而工

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的大幅提高，同

时却也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并给生存其中的人类带来了巨大威胁。在此

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日益提高，因为这不仅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更关

乎全人类的长久性发展。

作为全球重要大国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在经

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贡献，中国也已认识到了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意义，并

且已经开始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相关行动，将生态文明确立为又一重要战略来推动

实施。生态文明反映了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

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并且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也是利国利民而必须要进行的

大工程。

这次顺应时代要求的秦岭生态文明课程让我们认识到了秦岭自然生态的美

丽、人文底蕴的深厚、发展前景的光明。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使我

们看到了秦岭立体的样子。经过为期一周的学习，我们欣赏了美丽的风景，收获

了丰富的知识，得到了意志的锻炼，在短暂的时间里进步很多，获得了多个领域

的素养提升。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参与各种活动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也因此丰富和

加深了我在这次课程中学到和思考的一些内容。

关于秦岭的起源与发展，我们追溯到了几亿年前，从最初的秦岭古海，到四

亿年前加里东运动时期初具雏形，再到正式诞生和基本定型，直到如今形成现在

的形态，已成年的秦岭从诞生到不断壮大经历了一个长久而缓慢的过程，这段时

间于人类而言十分漫长，而我们的地球已经 46 亿岁了，这似乎难以想象，不过

这就是自然的力量。我们必须得认清地球的历史，自然的历史，以防人类在某些

时候过分狂妄自大，忘了自己是存在历史相对短暂的生物，失去对地球和自然应

有的敬畏之情。毕竟我们要始终记得，思考如何对待自然万物和我们本身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问题。

秦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意义深远的分界线。作为气候分界线，秦岭南

北两侧的降水和气温差异明显，并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植被；在此南北东西不



同动植物交汇共生，生物多样性发展良好；我国的长江黄河在这里分水，滋养南

北的大地；而充满智慧的劳动人民顺应自然发展农业，在南北分别种植水稻和小

麦，除此之外，不同的建筑风格、饮食习性、风俗习惯等分出了南北的人们，塑

造了各异的文化，增添了中国的色彩。

秦岭本身就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宝库。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为人类提供生产

和生活的原料，各式各样的动植物资源为药用和科研提供便利，秦岭山地的环境

涵养水源，维持着水文生态的稳定，还为缺水地区留住了宝贵的水资源，茂密的

森林净化空气，大范围的调节气候。在其滋养下沿山大地稳定繁荣、物产丰富，

延续中华文明故事。

对那些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而言，秦岭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家园。众多珍稀动

植物依赖其保持的自然状态得以生存，气候、地质、土壤、水文等状态的稳定使

得生物多样性得到保障，系统中的众多要素间的互动维持着整体的平衡。人类开

发的脚步虽未停止，但为了长远的利益，一系列人类活动和建设都考虑了生态问

题，注意保护生态，减少对自然的破坏，因此秦岭回报人类一个充满生机的家园。

秦岭也是一片历史悠久的文明宝地。身为天然屏障，进可攻退可守，成为兵

家必争之地，作为华夏文明的龙脉，庇佑八百里秦川风调雨顺，见证周秦汉唐的

绝代风华，俯视着十三朝帝都的治乱兴衰，更是萌易、生道、立儒、融佛之圣地。

其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和农业生产带动文明发展更加繁荣，而伴随开放共融，

文明也更具活力。不得不提的独具特色的道文化在此诞生，老子探寻宇宙万物，

寻求终极真理，留下原始的中国哲学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生态文明的智慧，宣

传人与自然万物平等，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要节制欲望，以构建人与自然的

和谐关系，其生态思想在如今仍具深远意义。

后期为了了解秦岭山区居民环境行为的调查在锻炼我们的实践能力与沟通

技能的同时，也让我们对当地的基本状况有了一些了解，通过对当地人文和自然

环境的体验与观察，我们更加贴近了秦岭，感受到在现代化进程中这座大山的自

然调适和无私奉献。山使这里的人们纯朴善良，保持着原始的一份美好与自由。

或许这里的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个人行为对环境的巨大的影响，但我相信他们

可以尽快提高意识，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面对这条伟大的山脉，渺小的我们必须心怀感恩，保持敬畏，做好生态文明

的保护工作。也许目前身为学生的我们力量不足够大，但我们都在学习和进步，

再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信未来我们终会献出更大的力量。

而这次活动就是一次蓄力，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课程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增

长了见识，亲身参与的进山活动让我们领略了秦岭自然的美丽，也了解了很多关

于动植物和水文土壤等的知识，爬山的过程也磨练了我们的意志，社会实践又锻



炼了我们沟通交流的能力。

相比之下更难得的是，在各位老师的指导和启发下，我认识到了生态文明的

新思路，即追求自然与人文的融合，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发展与更深层次的可持

续。宣扬的和谐关系仍是追求，但更要注意动态的有机联系和沟通，让生态和人

文得以共融，积极互动并相互促进。将保护落到实处，落到细处，明确要求和责

任，让人们自觉的参与其中，像对待活生生的人一样对待自然，培养人与自然的

真切情感，让生态文明贴近生活，更具人情味，使生态保护润泽人心。对生态文

明的具体定义可以非常丰富，具体措施自然更加自由，前提就是可以带来新的生

机活力，实现更有保障的更为久远的持续发展。

秦岭的历史很长，成就很多，而在生态文明的助力下，未来秦岭必将延续其

不凡的历史，维持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而我们就该坚持寻找更合适的更友好的

与她共生的方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的和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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