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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程

我不是一个好动的人，除非万不得已，或是兴趣使然，正如这次黄河教学之

旅，将近两个月地假期生活令人颓废，即使我已经在努力寻找乐趣，依旧感到麻

木，于是，抱着试一试地心态参加了此次课外教学，一趟下来，我只恨自己没有

精妙绝伦的文笔，或是洞察事物的敏锐，徒留些许感触，让我独自回味。但这些

已足够，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次教学之旅，还是寻根之旅，灵魂之旅。因此，

我写下我的经历，让它成为封存在记忆里的一座岁月孤岛，成为封存在琥珀中的

一只昆虫。

出行日志

8月 30 日 寻找文化之根，探寻绿色之源

临出发，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一路祈祷，却随着路程越远，它下的越

起劲，因为没带伞，我只能四处寻找好心人，幸好还有队长庇护。道路畅通无阻，

大概四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黄帝陵，白砖小道，绿意盎然，旁边石碑“文

武官员至此下马”，一行文字，便足以展示自古以来，我们对于祭祀祖先的崇高

敬意，而我，听着一旁的解说，好像来了一场时空穿梭，两旁的古树是时代的见

证，脚下的青砖有我们共同走过的痕迹，而黄帝陵是所有中华儿女的根，祭拜黄

帝陵，便是要寻根问祖，便是要铭记历史，不忘初心。

探寻完文化之根，我们来到了初进门口时碰见的几颗古树旁，起初，只觉着

它树干粗壮，颇有一番饱经风霜之感，却不晓得这棵树已经五千余年，相传是黄

帝打败蚩尤定居桥山后，人们为了生存砍光了所有树木，导致山洪暴发，黄帝沉

痛万分，带领大家植树造林，才使得群山又重新焕发生机，而眼前这颗“轩辕柏”

便是其中一颗。站在一旁，只觉着人格外渺小，抬头凝视，确是一眼万年，轻轻

触摸，我好像听到了它的心声，五千年风起云涌，它见证了这个民族的风雨历程，

只是无论世界怎么变化，这颗古树依旧屹立不倒，像一位战士，坚守着。而保护

这些古树，更是我们永恒的责任！



8 月 31 日 乾坤湾——天下第一湾

在安塞实验站吃过早饭，便早早出发，先是来到了黄河蛇曲地质公园，人人

都说九曲黄河，如同一条蜿蜒爬行的大蛇，自然，狂野又不失风韵，今日，我似

乎更加了解了这位母亲河，拨开层层薄纱，只为了解她的真容。而延川蛇曲黄河

便是其中一角，它是发育在秦晋大峡谷中的大型深切嵌入式蛇曲群体，规模宏大，

也是我国干流河道上蛇曲发育规模最大、最完好、最密集的蛇曲群。在一切自然

条件刚刚好的条件下，河道截弯取直，于是就有了蛇曲的最终演变，一切的美都

那么恰到好处，我不得不再一次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赞赏着祖国的大好山河。

当然，在延川，除了自然风景外，它还有丰富的人文底蕴、自然资源以及独特的

民间艺术，在革命时期，延川是共产党保存革命力量、扭转战争形式的重要根据

地；解放后，大批知识青年在革命精神感召下，来延川插队，不仅磨练了自己，

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西安代文明的气息，推动了延川文化的蓬勃发展，而现在，

新一代的青年群体再一次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受文化的交融，欣赏延川美

景！

离博物馆不远，就是著名的“乾坤湾”，位于两省交界处，极目远眺，只见

山峦起伏，沟壑纵横，黄河犹如一条巨龙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间奔腾不息，而位

于 S型的黄河古道边畔上的河怀村和伏义河村，更像是黄河巨龙怀抱间的“阴阳

鱼”，十分壮美。我们来到观景台，细细聆听老师讲述，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让你选择住处，你会选择住在哪一边？大家七嘴八舌，多数学生都选择住在

湾内小岛处，我虽不予置评，但如若成为岛主，我想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吧！后来，

老师告诉我们住在对岸小岛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根据地貌学，弯弯的乾坤

湾就像是一把镰刀，随着河流的冲刷，会不断侵蚀凹岸岩石，而凸案则会越堆越



多，所以，古时建房所注重的风水学，看来也是极有道理的！

9月 1日 南泥湾——体验红色文化

连续几天小雨，今日终于转晴，紧随着，人的心情也无比舒畅，早上九点，

开班仪式正式开始，由校长吴普特致辞，五十位学子端正而坐，神情庄重，因为

在此刻，我们感到的不仅仅是作为首界黄河学习的骄傲，更感受到校长老师以及

母校对于我们的重视和关爱。我不禁再次感概这是个好时代、好国家，再次感慨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如我们所来到的地方，南泥湾——一片具有红色背景的土

地，1941 年春，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

锁，所以，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 359 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自救，在短

短三年时间内，由王震旅长率领的 359 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

神，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

江南。而今，在新一代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南泥湾干部群众的奋斗下，这片土

地，早已稻香四溢，风景优美，成为红色旅游胜地。

到达一处，便是要了解一处，如今的南泥湾更如如今的中国，人人称好，但

其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的付出和努力，这种南泥湾精神，我想，我更应刻入

心里，时时谨记，不忘初心，艰苦奋斗，拥有自己的梦想，便要勇于付出，拥有

幸福的舒适生活，勿忘先辈们的精神，牢记红色文化，践行实际生活，也正如此，

我们才能成为挑起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青年！



9 月 2 日 南沟——一个村庄的逆袭

在安塞待三天，远远望去，一个格外醒目的腰鼓屹立山头，今天，我们就要

向着那山头爬去，不过不是看腰鼓，而是收集黄土，研究水土流失。将近一两个

小时的上坡路，队伍熙熙攘攘，一点一点向上移动，很难想像我们现在正位于黄

土高原腹部，这里不应该是沟壑纵横，黄土满天飞嘛？不应该是极度缺水，风沙

四溢嘛？事实上，上个事迹的黄土高原确是如此，人类的过度采伐，滥用资源，

再加上本来的自然侵蚀，使得原本脆弱的黄土高原地区，更加“一病不起”，而

人类所带的种种灾害，最终也只能是自食其果，但好在我们能够忏悔，能够醒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退耕还林还草”……在党的一系列保护自然的政策

引导下，在无数科学家的前仆后继中，黄土高原正在慢慢痊愈，它开始变了，而

眼前所望之景便是最好的证明。

吃过午饭，下午乘车出发，到达一个村庄，不过，你难以想象，这真的是一

个村庄嘛？富硒作物种植、绿色农产品深加工、香港小母牛养殖等各种扶贫项目

相继开展，观光浏览、沙地摩托车、小木屋酒店、花样迷宫等各种旅游项目一应

俱全，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但也是这个村，就在几年前，它还是

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贫困的不能再贫困的山区农业村，那它究竟经历了什么

呢？又有怎样的秘诀呢？其实，聆听村里干部介绍，你会发现，在脱贫攻坚的时

代大潮中，抢抓机遇，主动求变十分重要，也正是通过“支部引领、企业带动、

合作经营、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通过因地制宜的大胆改革，才有

了今日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南沟村的经历让我震撼，我不经回想起我的家乡，也

是一个小山村，但显然二十年来，村庄的发展变化并不大，反而还存在很多问题，

而如何去解决，如何去改变，作为村庄一份子的我将来也一定会学成归来，为我

的村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努力实现它的逆袭！



9 月 3 日 课程研讨，揭秘黄河治理困境

在安塞水土保持研究所，我们开始了正式而专业的课程，由几位教授老师一

起，讲授关于黄河流域及黄土高原的生态问题，收获良多，也进一步引发了我的

思考。

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源地，也是西部开发的关键区域，尽管现在人们

对于黄土高原已经有了初步治理效果，但想要加快治理效果，保持生态建设，仍

旧面临许多难题。例如：在治理过程中，一是缺乏适合地域分异规律和有约束力

的科学规划；二是措施的经济效益不高，不能有效调动群众治理积极性；三是违

背生态地理规律造林，成活率低，效果不明显；四是基本农田不足，陡坡开垦普

遍；五是经验技术推广缓慢；六是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使用分散；七是人

口增长快、素质低，人为破坏严重；八是组织管理体系不健全，生态建设的协调

机制未形成。但尽管困境仍在，我们也要想尽办法去解决它，下午上课，我们就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展开讨论，有人提到苹果产量销售问题，想要深化产业链，

走科技兴农；也有人提到了生态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是第五小组，

就产业竞争力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黄河流经九省区，横贯东中西三大战略

区域，是我国重要生态屏障、经济地带，自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在这一

优势的背景下，在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中，必须有现代化产业体系

和竞争力强的产业作为支撑，因此，我们提出了：一是加快生态与文化资源，大

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二是培育替代产业，加快资源型产业转型；三是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四是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实体经济高端

化。

总之，有问题有对策，齐心协力促发展，我相信，黄土高原定会绿满青山，



黄河流域一定会朝着更高、更广的方向发展！

返程

将近一个星期的旅程，不长也不短，我看到了安塞有趣的民间习俗，了解了

南泥湾悠久的红色文化，学到了南沟人民勤苦奋斗，改变命运的决心，也懂得了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自然赋予我们以大好河山，美丽家园，我们又该拿

什么去回报他们呢？我想唯有一颗赤诚之心、敬畏之心，人与自然才能和睦共处，

我们的母亲河才能繁衍生息！

最后，感谢母校西农给予我这次出行学习的机会，感谢各位老师带队学姐学

长们的付出和关爱，也谢谢水保所提供的可口的饭菜，舒适的住宿，一趟下来，

感触颇深，但我不会停下脚步，我愿不断汲取营养，继续前行，迎风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