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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历来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和重要发祥地，被尊为"华夏祖脉"。秦岭

北麓是关中大地不可替代的绿色生态屏障，关中沃野、历朝古都无不得益于其绿

色生态护佑和山水滋养。本次实践活动的主题便是秦岭，坐在去往林场的大巴车

上，望着远方渐进的秦岭山麓，心里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林场生活的期待。在旅

途的路程中，也并不乏味，窗外小溪潺潺，远山云雾环绕，而车上则满载着憧憬，

穿过隧道，绕过山路，我们走进了秦岭腹地，一步步深入，在休息站，下车感受

这山间的气息，在穹顶之下，感受着风吹鸟鸣，感受着扑鼻的水汽与满载生机的

秦岭山脉。经过四五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抵达了火地塘林场，我们也即将开

始为期一周的林场生活，这一周注定意义非凡，感触深刻，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初到林场，这里群山环绕，远处的山间已被雾气包裹，群山之中，一座林场

赫然而立，林场之中，宿舍、食堂、教室、球场一应俱全，食堂上空的袅袅炊烟，

是这里仅存的人间烟火气，剩下的地方则充斥着自然的灵气，犹如仙境，随手一

抓，便是美景。林场旁便是秦岭的土地与绿荫，这里的生活与自然接壤，这里的

人们与自然为伴，两只护林犬在这里护院，时不时还有小蛇伙伴大摇大摆来光顾，

引来一片喧哗与关注。晨起时分，没有喧闹的闹钟声，只有来自林场里的狗吠与

远山上的鸟啼，而这便是这里最亲切的自然钟。洗漱时，抬头便吓了一跳，小小

的两面玻璃上竟有二十多种昆虫，简直是大自然的活标本，后来每天也习惯了每

天相见，总会呆呆望着一个个小生命，联想着他们无忧的生活。早起上课，一出

宿舍，便是望不尽的深邃青山，携裹着云雾水汽，秦岭的清晨，美景尽收眼底。

午后的林场，已经被棉花糖般的云朵笼罩，一眼望去，烦恼便抛之脑后。秦岭深

处的夕阳更是别样绚丽，傍晚，我们坐在广场的高台上，吹着晚风，弹着尤克里

里，哼着小调，放空着思想，抬头便是晚霞，一时间，空气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浓

浓爱意。在此处，人烟稀少的秦岭腹地，你却永远不会感到空虚，无论是一个人

行走在林场，追随落日与夕阳，感受晚风与空灵，还是几人为伴，相坐在石桌旁，

搓洗着麻将，又或是在篮球场上挥洒着汗水，在空旷的广场举行着私人演唱会，

在这里，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你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在这里，

你能领悟快乐的真谛。

在本次课程中，学校为我们请来了多名专业领域的知名教授，在秦岭深处的

课程比学校多了一份真切，第一课我们跟随教授的步伐了解了秦岭的发源与历史，

我们还学习了 3s 技术的实际应用，接触了遥感技术，了解了不同专业的特色技

术，也提前学习了我们专业的社会调研与问卷调查。课余时间，还组织观看了央

视纪录片《大秦岭》，其中也不乏提到我的家乡，作为一个在秦岭怀抱中生长，



在华山脚下长大的孩子，秦岭对我们来说，是中华民族的祖脉，更是我们的依靠，

也寄托着我们对故土的那份眷恋，。在线下授课的同时，更令我们回忆深刻的，

还是在这期间进行的线下实践课程，在此期间，我们去往了秦岭深处的水利观测

站，在感受自然的同时，也了解了各种生物的生长习性，比如寥寥几棵的华山松，

外来栽培的红桦树，也分析了其的生存现状，我们跳出教室单纯的讲与听，在静

谧的自然中尽情地奔跑，没有课本，没有 PPT，只有存储脑中的知识与实践的中

的真知，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检验真知，在吃苦中培养团队精神，在青

山绿水中领悟道法自然的真谛。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去秦岭保护区里研究高山草甸，清晨出发，不

久的车程我们便来到了保护区入口，我们拨开铁丝网，有序前往，至此，我们真

正踏上了秦岭深处，踏上了探寻自然的道路，翻过枯木，踏过落叶，拨开树枝，

我们沿着石板路，扶着铁链，开始找寻高山上的神秘草甸，毕竟这种植物，生活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上，我们也只在初高中课本与电视中看到过，心中满是期

待。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十几个人，走走停停，互相搀扶，一路上，有说有笑，

哼着小曲，照顾着掉队的同学，一步一步，已经走了一大半，眼前有个空旷的平

台，踏上平台，掏出相机，一望无际的天边，云雾缭绕，太阳透过云层，散发着

微弱的光芒，刹那间的美好，已经被我们永远留存在照片里。我们继续启程，终

于，翻过山头，满山的田野映入眼帘，我们到了！找寻到了期待已久的高山草甸，

在海拔四千米的秦岭之上，深绿的山麓中，隐藏着一片淡绿的草甸，浅浅的颜色

诉说着秦岭的温柔，我们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而这片世外仙境，也理所当

然的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这途中，也不乏有同学被树枝刮伤、崴脚，

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搀扶着，踏过崎岖的山路，走过泥泞的洼地，在团队的协作

下，我们圆满的完成了这次时间活动，同时在收获实践真知与坚忍不拔的同时，

更收获了团队协作的精神，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永远不要忘记团结协作。人不是

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生活在众多的集体之中的。在团队中，要学会配合分工协

作，只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相互支持，才能完成并作好这些看似很简单的事。尤

其是将来我们走向工作，面向社会的时候，团结协作是我们做成大事的关键。

宁陕县，是我们下乡调研的地方，这里依山而建，傍水而局，这里的农家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我们实习的第六天，来到了这里进行问卷调查，午后的小镇，

静谧而美好，安静的只有涓涓细流与鸟叫蝉鸣。这天，我们走进了农户家中，进

行垃圾分类与厕所革命等专题调查，我们在与农户的交谈中，了解了当地的垃圾

分类政策与日常的垃圾处理方式，同时也了解到村子里的厕所改造情况。而对于

目前的政策，大部分农民都十分赞同，更是表示欣慰与感慨，毕竟，改革开放这

么多年来，对于原本出资出力的农民，国家终于重视了起来，脱贫攻坚、移民搬

迁、乡村振兴等政策更是将农民的生活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国家终于将农民放在



了第一位，将群众放在了第一位。

对此，让我不禁联想到之前的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题，秦岭作为我国南北气

候的分界线和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秦岭生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贵任。从

秦岭北麓的违规别墅，到洞庭湖畔的超级;从千岛湖饮水保护区违规填湖，到青

海木里煤田超采破坏植被，生态环境领域的突出问题、突出矛盾，之所以常常演

化为顽瘴痼疾，就在于山水草木、林田湖海的背后，往往牵扯着复杂的经济利益。

生态环境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是一个个思想认识问题。 如果总想着

赚快钱，甚至不惜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发展，那就是在为短期利益透支长远发

展和整体利益。换句话讲，生态环境问题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必须看到更远的将

来，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

对于目前的中国发展而言，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不是非此即彼、二选其一，

而是枚硬币 不可切割的两面。同样是秦岭北麓，在浅山区有一座天留村，曾在

历史上小有名气，然而一度发展滞后。 近年来，当地大力开发天留景区，打造

森林公园、薰衣草园、农家休闲体验园，打响了“山水桥南，天然氧吧”的名号，

当地人说，“没想到金钥匙就藏在山上的林子里、溪流中”。这说明，要把生态理

念转变为绿色发展的思路，还需要进行因地制宜的探索。只要肯下心思、善找门

路，就可以合理解决生态文明建社这一重大问题。

调研过后，我们走进了宁陕市中心，泱泱的绿水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二，一边

是古老的街道，另一边是繁华的市井，在群山的环绕中，相伴相息，我们一同去

吃了火锅，去看了瀑布，在河边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在这么多天

的时间过后，本次旅程也即将接近尾声，回到林场，我们举办了晚会，每个小组

都有节目，这也是我第一次上台演出，表演了颜人中《晚安》，因为我希望我们

每个人在临近夜深的时候，都能收到那份期待已久的晚安，也想将这首歌送给大

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珍惜身边的人，感受生活的美好，找寻自己生

活的意义。在台上，我能感受到来自同学们真挚的热情，能感受到这世间少有的

真实与纯真，这一晚，我睡得很晚，将这些天的经历在脑海中放映，初到林场的

场景仍历历在目，用这美好的经历编织着今夜的梦，梦里充斥着欢笑声，有日落

时分的演唱会，有农户家里的倾心交谈，有初见草甸时的激动，有在江边的远眺，

有演出时的倾心与些许羞涩。最后，感谢随行同学与老师这些天的相伴，这次经

历也将会深存于心。

总之，我学到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要想成为一名

真材实料的学者，就必须迈出校门，走进自然走进生活，学习自然学习生活，把

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从实践中不断分析、总结，从而提高自身解决

问题的能力。很喜欢一句经典的话: 从实践中走来带不回任何精湛的技术，但

收获的是我一生难忘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将是我一中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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