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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级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刘兴欣，很

荣幸有机会去到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与众多伙

伴一起完成“九曲黄河生态文明教育”现场示范课。由于课程安排大

多围绕黄河环境、经济、发展等展开，对于刚进入大二的非相关专业

的我来说，本次课程有相当大的难度与压力，但是在各位老师、组长

的耐心教学和指导与同学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课程知识的学习和实

践活动的开展。在此我想借此机会好好回顾并总结一下我于这六日的

收获。

第一天，在老师的有序带领下，驱车赶往黄陵县参观黄帝陵。即

使雨一直纷纷扬扬，但并没有浇灭大家学习的热情，反而为大家的学

习提供了凉爽清晰的环境。茂盛恢弘得令人咂舌的柏树在此深深地扎

根生长，它们见证了一次次的王朝更替，粗糙的树纹仿佛在诉说古老

的文字，告诉我们它曾见过的一代代帝王与一朝朝臣子在此祭拜。雨

滴止不住地拍打在它繁茂的枝叶上，像是一位老人如数家珍般娓娓道

来，但是它向我们伸出它郁郁葱葱的枝条又是那般活泼与生意盎然。

在赵忠教授及其团队的带领下，我们在此了解到古树保护与森林文化，

并且在学姐的带领下我们对园区内 19 棵饱经风霜但如今依旧能够精

神盎然面对风霜的柏树进行目测诊断与认识。随后我们在雨的陪伴下

向洛川国家黄土高原地质公园进发。在张青峰老师及其教师团队的教

导下，我们对黄土高原及黄河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一天虽然有些虚的



疲惫，却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乾坤湾黄河社区国家地质公园悄然开起我新的一天的旅程，我第

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黄河，它就在我脚下奔腾，呼啸而过。我以为

会见到黄水滚滚，浪花四溅的黄河，然而在乾坤湾，黄河是如此的安

静，它只是奔跑，就如第一眼看见它的我，尽是吃惊，嗓子历经发不

出任何声音，像是打扰到对方如此沉浸的状态。站在黄河边，感受着

风雨得吹打，仿佛泥沙也只是轻轻拂过我的面容，留下一个若即若离

的吻，如此惬意。就在那里张青峰老师团队为我们上了新的一课：“黄

河流域地质与地理探源”。非相关专业的我以为我会很疑惑，但是没

想到身临其境的状态与老师生动地讲述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并受益匪

浅。在简短的小组讨论中让我对此的感受更加深刻，对黄河爱得深刻。

南泥湾，一个曾经只出现在我课本与作文里的地方。站在那一片

冒着热血的土地上，我油然而生一种庄严与肃穆。一个个烈士们曾经

居住过的窑洞，一位位先烈曾经学习过的学校，让我肃然起敬，看着

一张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与被他们翻得有些许破旧书籍与简朴的用品，

那才是我们应该牢记的，应该深刻学习的！在开阔的党徽广场上，同

学们都迫不及待地与党徽合影，在我们看来，这是莫高的荣誉与精彩

时刻。在红色纪念馆门口我们认真地听着吴校长的讲话：“九曲黄河

生态文明教育大课开讲仪式”吴校长站在阳光下开奖致辞并作主题报

告：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重大问题与西农实践。吴校长曾多次来到

这片土地实地考察，曾经这里荒草杂生，没有一点粮食作物，是伟大

的改革，是伟大的领导者，他们带来了种子，他们带动了农民在这片



曾经荒芜的土地上播种下希望的种子。现在，红色纪念馆门前是一片

美丽的黄色小米稻，是希望的颜色，是黎明的光辉洒在了这片东方的

土地上，即使飘着小雨，但是听着校长的讲话望着这片依旧被众人称

赞并且永生的土地我们的心里是暖洋洋的，这片金黄的稻穗见证了南

泥湾人民的辛勤劳作与新中国的逐渐强盛，它把它的意念通过这篇暖

洋洋的颜色输送给了年轻的我们，它在贫瘠土壤上顽强生存的意志也

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了我们。南泥湾的书记也为我们生动地讲述这片土

地的故事，将它的不易与生命完整的摆在了我们面前。“南泥湾的建

设在红色文化的传承下完成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如今这个生命

洋溢的南泥湾。”在南泥湾革命旧址纪念馆内，我们看到了很多当时

先烈们劳动所用的简陋的工具，工具越是简朴，那么先烈们所付出的

汗水便越是珍贵越让人钦佩。看着先烈们被磨得粗糙的双手，被太阳

晒得通红的脸颊，我忍不住的驻足，他们不仅仅是革命的英雄，更是

劳动人民的先锋者。这份毅力与坚持足以让钢铁胆怯，让坚石羞愧。

从南泥湾回到实验站内，我们又跟随陈遇春教授的步伐走进了多彩的

“黄土高原地域文化与民间艺术”，从历史、地域、人文三个方面深

刻详细的剖析了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在修砌得独一无二的安塞民间

艺术馆内，剪纸、民歌、泥塑、安塞农民画......让我不禁地驻足观赏

称赞，是怎样的风土人情才能孕育出如此令人向往的艺术，腰鼓随着

唢呐的呼喊而不住地舞动，就像是陕西人民止不住的热情与盎然的生

命，像一团火、像一阵雷，熊熊地燃烧、震天的呼唤着。

一大清早我们就背上行囊踏上了去腰鼓山的山间小道，道路崎岖



却也不失灵性，蝉鸣与鸟唤相辉映显得热闹非凡，蝴蝶与蜜蜂在丛间

追逐着，你来我往的嬉闹着。很荣幸在实验田中得到各位老师的悉心

指教，第一次近距离地观赏小米植株及其生长环境，并且能详细了解

到各位老师对植株生长所做出的合理干涉，让我们见到在不同条件下

生长的草种。并在学姐的帮助下完成了第一次的泥土采样，纵使烈日

灼灼，但是黄土永远是我们内心的慰藉。南沟村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名

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但当我站在那片管理优质、果树茂密的土地上，

它打破了我对它固有的陈腐思想，它拥着黄土高原的黄沙，却种出了

世界都连连称奇的果蔬，它从一个穷山恶水的贫瘠村落成长为了家家

户户都安居乐业的一片桃花源。路旁生长着我从未谋面的海棠果，红

嘟嘟的果子像极了缩小版的苹果，这里像是一片魔法森林，拥有着我

意想不到的魔力，在不经意间便变出让人会心一笑的小玩意儿。柱子

上努力向上攀爬的脆生生的葡萄是如此甘甜可口，这个小小的村落竟

然蕴含如此令人惊讶的力量与生机。曾经连生命里最顽强的杂草都难

以生存的地带，如今却是一片鸟语花香的祥和仙境。南沟村它通过自

身的努力与信仰，征服了漫天的黄沙，合理运用了拥有的资源并加以

保护与升华，如此令人钦佩，这将成为中国扶贫路上的一大风向标与

令人称赞的伟大成效。

邓谨教授与其团队就“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为大家进

行讲述与教育，课上老师通过生动贴切的例子为我们剖析了在如今这

个高速发展为第一位的时代，中国如何发挥自身特长、我党如何正确

领导、民众如何完美配合，让黄河流域的土地越发肥沃，让那片和善



越发美丽！紧接着夏显力教授与石宝峰教授结合中国发展对“黄河流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行讲解，黄河流域 9 省的经济蒸蒸日上，

合理运用黄河这条母亲河使得当地的居民生活质量也日益提高。课后，

在组长的带领下，我们小组讨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途径相关问题

与方案。我们组重点以南沟村这一实例为主，围绕展开乡村振兴中，

南沟村还存在的细小问题与解决方案，并且希望更多贫穷落后的小村

落可以复刻南沟村的成功，也成为美丽中国的一块头牌。我们小组认

为加大南沟村的宣传力度，兴引进高校力量，大力创办产学研究基地，

融入当地风俗特色让这个美丽的小村落更加有记忆点......会让这个本

来就已经和谐美好的村落更加熠熠生辉！

通过这六天的学习，虽然课程任务紧凑，学习压力较大，但是跟

着老师与组长一步步地完成，以及自身实践活动中的积极投入，掌握

了理论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了实践活动带来的生动感与不易，锻炼了我

自身各方面的能力，虽然有辛苦与汗水，但是收获颇丰。时代在向前

发展，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更要以开放的心态，不断追求、不

断鞭策自己努力向上，不断超越自我、发展自我，在知识、能力、综

合素质方面都要不断提高，这样在能在这个改革、更新迅速的时代站

稳脚跟，带领后生们一往无前。再次深切的感激各位老师与学姐学长

们的帮助与教诲！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