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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周的秦岭社会实践，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课本没有的知识，同时也将

自己的所学所悟运用在学习过程中。七天的学习是充实而有意义的，透过这次参

加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活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及影响。

火地塘教学试验林场，始建于 1958 年，是我们学校的主要的教学实验实习

基地，同时也是重要的科学研究基地。地处秦岭南坡宁陕县境内，位于北纬 33°

18′-33°28′, 东经 108°21′-108°39′，东西长约 7 公里，南北宽约 6 公

里。火地塘全场总面积 2037 公顷。其中林业用地 2017 公顷;非林业用地 20 公顷。

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 1870 公顷，疏林地 106 公顷，苗圃地 4公顷，无林地 37

公顷。森林覆盖率 91.8%。全场活立木总蓄积量 157698 立方米。

生态站建立以来，曾先后承担国家攻关课题和多项省部级课题，主要开展了

森林生态学、林木遗传育种学、森林经理学、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保护等多方

面的实验研究和定位观测，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研究资料。"九五"以来承担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重点项目和国际合作项

目 10 多项。

在火地塘实习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就学习了解了秦岭起源及其环境和它的形

成、演化。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了解了秦岭的概况。火地塘林场是重要的科学

研究基地，国家林业局十大森林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之一的秦岭林区森林生态系

统定位观测研究站设立在林场，2001 年该站被科技部列为第二批国家重点野外

科学观测试验站，2006 年被科技部命名为"陕西秦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

观测研究站"。由于秦岭的过渡带特征，使该站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有重要的保

护和保存价值，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保护、试验研究、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构

建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地段。

到达的第二天，我们攀爬秦岭林场的过程中，我们沿路看到不同的林带，当

我们将课本知识结合到实际情况里，加深了解。而在爬山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

是体力的考验，我们还在较为平坦的地方集合，在老师结合我们所在地的实际情

况，为我们讲解卫星遥感地图。

下午，在我们休息调整之后，我们学习了秦岭历史文化解密，在 2020 年 4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调研，考察秦岭生态保护，他说：“秦岭和合雨

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我们学校发展“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秦岭生态文明教育和九曲黄河生态文明教



育给我们一个新的增长点，开阔视野，对于打破传统的农林水牧专业界限，形成

我们的优势大有裨益。在这堂课中，让我们跳出纯粹的历史文化资源，探索秦岭

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结合。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大秦岭》纪录片赏析。

在我们院党委书记朱宏斌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解

读。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何以提出、如何形成以及他的思想内涵及体系进行分

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习近平总书记长期扎根基层，了解人民对民间

疾苦感同身受，与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梁家河这段经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萌芽阶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的理论意义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

与价值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和重要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大的现实意义，是

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事业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鲜明的世界意义

是为全国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思想方案和价值观。

在林学院李卫忠教授的带领下，我们深入学习了秦岭生物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秦岭是我国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线，主峰，太白山海拔 3767.2 米，北坡受西

北干冷气流影响，形成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南颇受东南湿润气团影响，形成北亚

热带湿润气候。优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为生物多样性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有利条件。秦岭分步着国家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 42 种，这些珍稀濒危植物

在医药、木材、花卉、化工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而在现在目前，来

说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就植物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非常严峻。掠夺式采摘幼

果，严重破坏植物资源；利用途径单一，其价值发挥不充分。

在进入乡村进行社会调查之前，我们首先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关于生态文

明与乡村厕所革命进行了学习。厕所改造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在世界

文明史中，怎样如厕及怎样建设厕所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厕所不仅

直接关系人类的卫生安全和生命健康，更是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在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的

重要任务有，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厕所粪污治理，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提升村容村貌，加强村庄规划管理，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厕所革命是

指某一社会在外部的刺激下，或者基于其内在自发的驱动对其排泄行为的管理、

排泄物处理设施及其相关系统进行改造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因此，在外部刺激

下，中国的厕所革命是从旅游公共厕所改造开始的。在内部驱动下，农业转型与

社会行动，促进了厕所革命的开始。伴随着现代卫生科学的不断普及，经济水平

提高后，居住环境的改善，农村人的“洁净”与“污秽”观念也在不断发生着转

变，但是观念的转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对传统观念的信奉到对于现代科学



观念的信奉，也是一个逐步被接受的过程。

除此之外，林学院张硕新教授，为我们讲述了秦岭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秦

岭生态环境的特点以及秦岭生态系统类型，秦岭生态站的概况，生态旅游和生态

环境的承载力以及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森林退化，森林退化防治的对策。课堂最后

教授就森林退化及其演变提出几点建议：全面开展森林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研究，

开展全国性的森林生态环境评价工作，研究并建立森林恢复现有森林经营过程中，

充分利用自然力的技术体系，研究各区域乡土树种及与外来适生树种间相互耦合

的肌理和模式，制定混交林的营造和经营技术。

从这次社会实践的全过程，我个人认为实践的过程是每个在校大学生都要经

历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我们不会被看做成小孩子，在锻炼，在成长，跌跌撞

撞似乎平常。我们都还年轻，即使有再大的困惑、艰难。我们还会有勇气和耐心

的按原计划进行，圆满完成我们的任务，也许我们每一天都吸取不同专业老师讲

授的知识而感到充足，也许我们每一天要为了完成当天的任务而焦头烂额，也许

我们都要为了最后的调查地点、问卷的发放数量做准备，也许每一天中午都要为

了午休时间过于短暂而感到烦躁，但是我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体会到快乐。

我们体会到团队合作的巨大作用，个人能力毕竟有限，男友以团队形式进行配合

的事半功倍，我们这次，社会调查以小组形式开展，每次问卷调查都分工明确，

使我们的调查活动能够成功地完成并区域完善，让我亲身感受到团队精神和魅力

所在，使我们提高了自己适应团队的能力。也让我们提高了自身的口才，在与农

民交谈中，注意语境和口气，及时纠正不得体的地方，在调查中，学会大胆地说，

自信地说。总而言之，此次面向农民群众的问卷，让我们更加了解当下关于此次

课题的发展真实状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此次社会实践使同学们找到了理论

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尤其是我们学生，只重视理论学习，忽视实践环节，往往

在实际工作岗位上发挥的不很理想。透过实践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和提

高。就是紧密结合自身特色，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知识和水平。这次实践活动丰

富了我们的实践经验，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使我们通过这次实践更加了

解社会，这次实践活动意义深远，对我们的帮助享用一生。作为一个 21 世纪的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并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我们

要抓住培养锻炼才干的好机会，提升我们自身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与意识，同时，

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明确自己的目标，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生态文明教育秦岭实践心得体会
	作者：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王静 （2021年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