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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十分的期待报名参加了首期“九曲黄河生态文明教育”现场示范课，带着满满的收
获结束了课程。经过六天的学习，亲临现场并在专业老师的细致讲解下，我对黄土高原的自
然环境和人文民俗既有了理性的知识积累，更有了感性的情感认识。这次课程重塑了我对黄
土高原的固有认知，并激发了我对自己专业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在未来黄土高原生态文明建设
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的思考，所以这次课程的学习对我而言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接下来我
将具体谈谈自己在这六天的课程中的感受以及启发。

到达的第一个授课地点是炎黄子孙心目中的圣地黄帝陵，当大巴在向黄帝陵的山路上盘
旋的时候，看着路两旁成百上千的古树，每一棵都历经了千百年的岁月，共同守护着千千万
万炎黄子孙的人文始祖黄帝的陵寝，使人油然产生了一种庄重和肃穆的情感。步行登上黄帝
陵，越靠近黄帝陵，古树的沧桑感便越发浓厚。完成祭祖仪式，心中那一份对人文祖先黄帝
的崇敬和想象被激发出来——没有黄帝就没有今天的炎黄子孙，黄帝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去
尊敬。下山来到轩辕庙，正门而入一棵巨大而古朴的树出现在眼帘，心中的震撼将大雨瓢泼
带来的不快一扫而空。根据导游介绍这一棵古柏名叫黄帝手植柏，在这里已经矗立了几千年，
巨大的树干连七个成年人张开双臂也不能将之完全环绕。继续向前，还有十几棵千年古树，
像一群守卫千百年守护着这座祭祀黄帝的庙宇。进入祭祀大殿，黄帝的全身石刻像在大殿的
中央让每一个前来祭拜的人感受远古的原始气息和智慧的创造精神。结束了参观后，赵忠教
授团队给我们介绍了古树保护与森林文化，让我们了解到诊断古树的一些基本办法，以及研
究古树的重要意义，不断可以解开轩辕庙中古树来源的奥秘，更可以完善古树的基因研究。
而后我们分组对古树进行了健康诊断，在经过我的简单诊断后，发现古树是健康的被照顾的
很好，看到这些活化石能够继续流传，我对这些为保护古树辛勤工作的人感到由衷敬佩。

结束上午在黄帝陵的形成，下午来到洛川国家黄土地质公园，在张青峰教授团队介绍下
认识了黄土高原的形成、基本地貌和土质特征。根据研究证明，黄土高原是在大约八百万年
前由自西北向东南的沙尘暴中裹挟的粉尘不断落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巨大湖泊上积累而成，黄
土高原的典型地貌有黄土塬、黄土梁和黄土峁，黄土高原上的黄土主要以粒径 0.05～0.005
毫米的粉尘为主，黄土结构为“点、棱接触支架式多孔结构“，土体松散，垂直节理发育，
极易渗水。听完老师的精彩讲解以及现场观察，我们对黄土高原的基本情况有了认识，并对
其水土流失问题的产生原因能够知道。黄河水流经黄土高原以及在黄土高原的较大降水，由
于黄土极易渗水的特性，大量水被黄土所吸收，黄土重量增加，并且黄土的结构松散，较重
的黄土在没有植被根部的固定下崩塌流入黄河，导致大量泥沙进入黄河，既导致了黄土高原
因大量水土流失而适宜耕地不断减少的问题，更导致了黄河蕴含大量泥沙而难以治理的问题。

晚上到达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在经过一晚上的修正后，第二天上午在会议室由张
青峰教授团队给我们上了黄河流域地质与地理探源一课，对黄土高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讲解，
主要是对黄河流域形成、地形地貌、人类农耕文明发祥地、水土流失与泥沙治理等课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其中张青峰教授讲黄河流域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由于这里既
有相对丰富的生存资源，又有一定的生存挑战，这一观点使我耳目一新。

第二天下午乘车前往乾坤湾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在展览馆再次学习了黄河的概况，
认识到这是一条流经九个省份、养活数亿中国人民、具有重要意义的母亲河。而后参观了毛
泽东故居，了解了陕北延安这块土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意义。结束参观后，来到了乾坤
湾景区，在观景台上一览乾坤湾的全貌，黄河波澜壮阔、一往无前的气势迎面而来，惊人的
气势震撼了我的心灵。在张青峰教授团队的讲解下以及在现场的观察，我更加深入的学习了
黄河对于黄土高原地貌的塑造作用，并由此产生了许多壮美的大自然景观——乾坤湾、壶口



瀑布、黄河第一湾、老牛湾、晋陕大峡谷等，让人不由得感叹黄河的鬼斧神工。看到乾坤湾
的地貌被黄河侵蚀着而不断发生变化，并最终将会截弯取直，形成一条新的河道，我对黄河
的兴趣愈来愈浓厚。

第三天上午去到天下闻名的南泥湾，这里因南泥湾精神而扬名中华，来到这里不只是学
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更是学习一种新型的黄河流域农村发展建设的新模式、
新道路。党徽广场、炮兵学校、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到处都是共产党在这里留下足迹的印
证，以及共产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体现。南泥湾从一片烂洼地到一片塞上江南是共
产党红军将士在革命时期创造的奇迹，而现在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也将把这一片穷困的土地
变得繁荣而富裕，在南泥湾为新时代农村建设打造样板区、示范点。更让人激动的是，吴普
特校长亲临了现场，就如何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做了一个报告。这一报告深刻而实际，
有许多地方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一手抓生态建设、一手抓高质量发展，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保证黄河流域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总准则，推广新型科技和培养
农林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下午回到安塞市区参观了安塞民间艺术馆，了解了丰富多彩且贴近农民生活的安塞民间
艺术——闻名天下的安塞腰鼓、纷繁复杂的剪纸艺术、独具一格的绘画风格、高亢嘹亮的陕
北民歌，这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让我印象深刻。回到安塞站，来自延安大学的张小兵
教授给我们上了黄河高原地域文化与民间艺术一课，对黄土高原文化的形成、主要组成、民
间传统习俗、人口民族组成、人民精神面貌做了详细介绍。听完这一课，我对陕北那些民俗
产生了很多兴趣——抢婚、闹洞房等，这些粗旷原始的风俗透露着陕北人民极强的生殖崇拜
理念，还有陕北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莫名的骄傲感的精神风貌也让我印象深刻。

第四天，上午和下午在人文学院王兵研究员团队的精彩讲解下，我们学习了黄河流域水
土治理与生态保护、黄土高原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两门课程，了解了治理黄河的重要意义，
以及目前黄河流域水土治理与生态保护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惊叹于我们学校在这一方面做
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朱显谟院士为治理黄土高原奉献一生的精神令我万分感动。黄河流域
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对黄河流域的开发必须要坚持习总书记所说的生态发展观——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可持续发展。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就是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治理最
主要的方式就是植树造林。植树造林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不能只考虑其生态效益，
更要兼顾其经济效益——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要有益处。如何均衡地协调这一问题是值得
我们深入思考的。

我们还在安塞试验站老师的带领下，亲身到实验场地，了解水土保持实验的基本状况，
还动手实践测量了一次水中的含沙量，并以此为依据计算一场降雨的水土流失量。

第四天晚上，我们观看了吴普特校长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中作的报告——科技兴农与黄土
高原生态变迁，其中不但介绍了黄土高原的基本特点和发展现状，更提及了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治理贡献和对当地老百姓生活生产水平提高做出的努力和探索，展
示了我们学校始终不忘初心，坚持扎根西部、服务三农。学校不断研究创新，并将研究成果
及时有效地推广使用，通过组织培训的方式让农民很快地能够了解熟悉这些新产品和新技术。

第五天上午，由人文学院的杨乙丹教授给我们讲授了黄河历史文化解密一课，在课堂上
杨乙丹教师不但给我们介绍了黄河丰厚的历史文化，更给我们介绍了黄河流域现在的发展状
况和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在课堂上，我们还分组交流探讨了这几天所见所闻所得到的感想
和思考。

通过这五天的参观学习，我对黄土高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意识到保护黄土高原的重
要性，以及对自己作为一名学习水文水资源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未来在水土流失治理方面可以
有哪些作为。总而言之，这次的九曲黄河生态实践课使我受益匪浅、收获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