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
基，源自其中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世代
相传的民族智慧，是至善至纯的文化结
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精神力量。

无论是爱国爱家、忧国忧民的家国情
怀，还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尚情操，
还是仁爱孝悌、尊师重道的伦理规范，都
是中华传统美德中的传世瑰宝，是五千年
文明的历史积淀，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
精神底蕴。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
传承是中华传统美德传承最基本的途径。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孕育着丰富的中华
传统家训家风文化，正如习近平爷爷在三
苏祠所说：“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
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

苏轼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家，他与父
亲苏洵，弟弟苏辙传承至今的家风家教故
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让我
们一同走进三苏祠，走进三苏家风，走进
苏轼的精神世界。

课代表有话说

同学们，苏轼这个
名字，你们一定听过，
也应该知道一些他写
过的诗文。今天，我们

通过苏轼的几个故事，来了解何为
“中华美德”。

初心：早岁便怀齐物志
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从年轻时

离开蜀地到终老他乡，始终致力于
为广大的普通人谋求更多福利。
眉山的三苏祠里，有一块石头上刻
着“守其初心”，这四个字出自苏轼
写的《杭州召还乞郡状》。年少的
苏轼便以古代著名的高洁人士范
滂为榜样，后来他在一首诗中也说

“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
心”。也就是说，苏轼从年少时便
有兼济天下的雄心，哪怕作为官阶
低微的官员，也希望可以为广大普
通人做更多实事。

虽 然 苏 轼 是 才 华 横 溢 的 天
才，但是他的为官经历却非常坎
坷，“乌台诗案”后更经历了一系
列贬谪，最后甚至贬谪到了宋代
最偏远又蒙昧的海南岛。一路上
苏轼历经千辛万苦，然而就是在
这样的困苦中，苏轼从来未曾忘

却自己的“济时心”，在他贬谪到
各地方为官时，为民做了许多
事，除了因疏浚西湖而修建苏
堤，并因此造就了杭州西湖十景
之一的“苏堤春晓”，还在遭遇瘟
疫的杭州创办了“安乐坊”，收治
贫困的病人。苏轼还在徐州抗洪
救灾、治理水患；在黄州成立

“育儿会”，专门救助弃婴；在儋
州指导农业生产，兴办教育等
等。多年的贬谪中，苏轼所到之
处，都尽己所能去造福一方百姓。

豁达：一蓑烟雨任平生
人生免不了面对各种各样的

困境，但苏轼面临艰难困苦的豁达
胸襟更是让人钦佩。苏轼被贬黄
州时，担任的是团练副使，没有俸
禄，也没有官舍居住，全家二十多
口人常过着“空庖煮寒菜，破灶烧
湿苇”的日子。但是这样穷困的生
活中，苏轼依然乐观面对，经过苦
难的磨砺，反而更加开阔，并表达
了“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
无晴”的洒脱旷达。再贬到更偏僻
落后的岭南时，苏轼却说“试问岭
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
乡”。面对逆境，苏轼始终坦然自

若。
同时，这份自若也体现在善于

苦中作乐、找寻生活趣味。比如到
了黄州，苏轼便积极地改良当地猪
肉的烹饪方法；贬到岭南地区，苏
轼却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
作岭南人”；被贬海南吃过生蚝后，
他又写信给儿子说千万不要让朝
廷中的官员知道这里有这样的美
味，不然他们都要到海南来瓜分这
份美食了。但即使是最简单的野
菜羹，苏轼也吃得津津有味，还自
创了许多美食。

传承：博爱处世人长久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苏轼，离

不开眉山苏氏家族良好的教育。
从苏轼往上追溯四代，他的曾祖
父苏杲，当时，苏家本家境殷
实，但这位曾祖父在离世的时
候，却只留给独子，也就是苏轼
的爷爷苏序，薄田两顷和一间破
房子。那么，家产去哪里了呢？
苏杲全都施舍了出去，因为在他
看来，财散德聚，自强万强。这
种家风到了苏轼爷爷苏序这里，
接济乡里，施舍他人又多了一重
境界，比如送地，他不是白送，

而是用很低的价格将地卖给他
人，以示维护对方的体面和尊
严。也许，正是这样的言传身
教，才有了后来的惠州苏堤，要
知道，为了帮助百姓修这条堤
坝，苏轼花尽了家产，还求助于
弟弟苏辙，当时同样被贬在外地
的这个弟弟本也不宽裕，但也凑
齐了哥哥需要的钱财。

苏 洵 、 苏 轼 、 苏 辙 ， 合 称
“三苏”，有“一门三父子，都是
大文豪”的美誉。在这些文学贡
献的背后，正是眉山苏家“诗书
传家门毓秀，博爱处世人长久”
的家教传承。比如，苏轼在送别
长子苏迈走上仕途时，赠送了一
个砚台，砚底刻有铭文“以此进
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
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
生”，意思就是，学习要如饥似
渴，追求上进要时刻自我提醒，
为官行政时要考虑百姓的利益。

同学们，苏家数代人执著于经
世济民的政治理念，坚守修身立德
的处世之道，这种家风，早已超越
一宗一脉的意义，已经载入中华史
册，影响着万千中华儿女，传扬着
中华文化美德。

品“三苏”家风 展中华美德
去年初夏，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期间，专门去了眉山三苏祠，而在今年的新年贺词里，习近平总书记也引用了苏轼的一句话“犯其至难而图其志远”。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来自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小学的魏子翼同学作为课代表，与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刘俞廷老师一起为我们介绍了“三苏”背后的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老 师
开 讲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
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
已。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新年贺词中引用苏轼作品《思治论》
名句“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

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
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
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
其所规摹之外。

——如何攻坚克难，追求高
远？苏轼在《思治论》中给出的答案。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
大学师生座谈中引用苏轼《晁错
论》的名句，意指成就伟大功绩之
人，不仅要有超凡才能，还要有坚
忍意志。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
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
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
了苏轼《前赤壁赋》的这段名句。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
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
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

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

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贪婪

的索取，这既是苏轼的乐观豁达，

也是他在面对物质享受时的自我

约束。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

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

踏槐花。

——一个人饱读诗书，那么，

他的才华、他的气质就会自然而然

地显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

少场合多次引用过“腹有诗书气自

华”。

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

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

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如何才能学习好？习近平

总书记曾引用《礼记·学记》中的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

是“学习不好”的六种可能中的一

种，“教之所由废也”。

知识卡片 品诗词中的“三苏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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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在你们上学期间，尤其
是三年级、五年级和八年级、高中一
年级，乃至进入大学，你们都会学习
这套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以下简称

《读本》）。
本次春季“开学第一课”，我们将

要学习的中华传统美德、传承雷锋精
神、生态文明建设等内容，都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
相关。

什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勇
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
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
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
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有了这个思想，我们的各项事
业发展就有了行动指南，同学们作
为新时代青少年，也有了奋斗方

向。在接下来的求学过程中，同学
们会有很多渠道接触并学习这些思
想，还能用这些思想帮助自己成
长。

为什么要将《读本》作为中小学
生的必修内容？

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中，我们
都会遇到方方面面的知识困境，这
个困境不是指能不能做对一道题，
或做好一顿饭，而是“为什么要
学”“学了有什么用”，因为“学
习”不只是作业，也不只是试卷，
还是通过学习能理解这个世界，尤
其是这个世界的一切复杂多变，包
括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生态
文明、国家安全等等，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
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一切的武器与旗
帜。

我们应该如何学习这套《读本》？
全套 《读本》 有着生动鲜活的

故事，通俗易懂的语言，设计精美
的画面，同学们在学习时一定不会

枯燥。不瞒你们说，你们的老师也
在学习这套读本，而且他们还要去
研究更多的学习实践活动，去深入
理解这套 《读本》 的内涵和价值。
比如，通过朗读会、政策宣讲会、
主题黑板报、手抄报评比、走进社
区开展主题学习探访活动、微演讲
比赛活动、社会小调查、撰写调研
报告等等，在跨学科、信息化、项
目式等丰富多彩的学习模式下，帮
助同学们体悟思想伟力，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

去年 11 月，四川省教育厅开展
了大中小学思政课精品课程建设试
点工作，针对不同学段特点推出一批
导向鲜明、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形式
活泼的思政“金课”，同学们在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生读本》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四
川省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等多种渠
道去深度学习，不断提升自己，成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四川省中小学生迎来“开学第一课”

学雷锋精神学雷锋精神 传中华美德传中华美德 护绿水青山护绿水青山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随着熟悉的上课铃响起，新学期开始啦！
在过去的2022年，我们与全国中小学生一起，见证了祖国许许多多震撼人心的变化和发展。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举办到神舟十三号、十四号、十五号升空，从“福建号”下水到首架C919大飞机正式交付，从白鹤滩水电站全面投产到量子计算机技术突

破，无数人辛勤的劳动付出，汇聚成炬，这就是科教兴国的中国力量。
2022年也是非凡的一年，从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凡人英雄，到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的广大群众，从殷墟甲骨文、盐源老龙头、奇台墩古城等考古研究的追本溯源，到党的二十大开启新时代新征程的扬帆远航，亿万中国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脚踏实地，

顽强拼搏，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奋勇进发。
新学期、新起点，对我们广大的中小学生来讲，还有很多知识要去学习，还有很多使命要去担当。在新学期已经到来之际，由四川省教育厅出品，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承制的“2023四川省中小学春季‘开学第一课’”，邀请到部分校长、教师和学生，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为全省各地的中小学生带来一组有意思的德育课，共同开启传承雷锋精神、中华传统美德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学习。

主题思政课

学习新思想 争做接班人
思政课是学习新思想的重要载体，可以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梦想需要足

够的知识来承载，也需要设定好目标和方向。而要想看清方向并设定好适合自己的目标，则需要思想的指引，这个
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万红老师带来一堂思政大课——“学
习读本 培根铸魂”，助同学们在新学期到来之际，找到自己的坐标和方向，杨帆远航。

春回大地，我们开启新的时
期。春天里温暖的阳光与和煦的春
风，总是使世界美好，使人们幸
福。我们的思政教育就是要让同学
们具有春天般阳光与和煦春风的思
想品格。

在思政课的学习中，大家经历
问题的探究过程，然后运用相应的
步骤、方法归纳生成知识，进一步
积淀起讲规则、重证据、实事求是
的素养。大家通过课文感受与认同
科学家、英雄与广大劳动者信念坚
定、勤劳勇敢、造福人类的责任与
担当。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米云林

中小学思政教育是校正青少年
人生航向的定盘星，是厚植青少年爱
国情怀、培育时代新人的指向标。思
政课就是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
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巴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长 陈然

中小学思政课在培养有政治认
同，有道德修养，有法治

观念，有健全人格，有责任意识的人
等方面有着培根铸魂的作用。可以
说，它是孩子们成长为合格公民的基
石。

《道德与法治》作为中小学思政
课的主要内容，不仅为孩子提供了一
个建立社会思维，培养孩子政治意
识、道德观念、尊重法治、理解世界的
平台，也是孩子今后发展的基础，它
就犹如一颗启明星，为每一位孩子指
明成长的方向。

——德阳市第一小学校校长
张洪明

作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教育，思
政课本身包含情感倾向而非“价值中
立”。所以，既要以情动人，更要以理
服人，还要有大思政课和课程思政的
视野。

思政课可以是一门有温度的
课。这里所说的“温度”除了指个
人感情外，更指一种公共感情，即
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社会主义事
业的热爱。这种感情不仅需要老师
来传递，更需要我们自己来体验、
共情。讲中国故事就是很好的方
式。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
属实验中学校长 叶玲

我们的思政课要教给大家的，就
是让每个孩子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
和抱负，让我们牢记人类命运共同
体，要共同担负的责任，牢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去实现更宏伟的
蓝图。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
属实验小学校长 雷春

思政课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
课堂教学外，每周的班会课、升旗
仪式，每月德育少年评选等常规活
动将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各种契
机。各类主题教育、生涯规划等团
队活动可以为孩子们的成才铺好道
路，心理健康、生命安全等拓展活
动将让孩子们拥有积极阳光心态、
锻炼健康体魄。

——宜宾市叙州区育才中学校
长 任劲松

愿你在新学期头脑有思想、眼里
有星辰、心中有未来，愿你被书香浸
润滋养、被梦想照亮，无所畏惧，乘风
破浪，在最美的年华里以优雅的姿态
成就最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向着
新学期，出发！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航天
学校校长 张凌燕

校长眼中的思政课

学习读本 培根铸魂

课堂速递
跟着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发扬雷锋精神；走进三苏祠，品苏轼诗词，学“三苏”家风；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天府绿水青山。主题思政课后，几位老师和课代表们还为同学们带来了三堂精彩的德育课，既有中华优秀美德的传承，也有劳动教育实践的建议，还能学习到四川为

何如此美丽。

学雷锋精神 育劳动新人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为因公牺牲的英雄战士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自此，每年3月5日，我们都会纪念雷锋，重温雷锋精神。
雷锋同志曾在日记中写道“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是劳动”，不劳动，不成人。来自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中学的李璐阳同学作为课代表，与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教育教研员朱雪林老师一起为我们介绍了“如何在劳动中传承雷锋精神”。

60年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纷
纷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
民学习雷锋的先进事迹，学习雷锋的精
神品质。悠悠六十载，雷锋精神流淌在
中华儿女的血液里，印刻在人民群众的
思想中，经久长存。

雷锋精神永传承，劳动实践我先
行。习近平爷爷曾说：“雷锋精神，人
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
善为大善，善莫大焉。当有人需要帮
助时，大家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将
变得更加美好”。在劳动中，我们可以
学会付出和奉献，可以理解责任与担
当，可以懂得善良与忠诚，可以养成
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新时代、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我们要从雷锋精神中汲
取营养，要在劳动实践中练就本领，
崇高的理想信念，扎实的实际行动，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让我们走进全
国优秀少先队员，走进劳动中的雷锋
精神。

课代表有话说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勤劳奉献的优良传统。
迈进新时代，全党、全社

会更加高度重视劳动教育。
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过程，是人类特有的基本社会
实践活动。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
造了财富，劳动创造了美好生活，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教育
就是在劳动中，在手脑并用、出力
流汗的过程中，把我们培养成为一
个懂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好少
年。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60
周年。学习弘扬雷锋精神，除了要
学习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
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以
及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
神，还要学习雷锋干一行爱一行、
钻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
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和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而敬业
和创业精神都是在劳动中练就的。

雷锋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
道劳动：“青春啊，永远是美好

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
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
的人，永远谦虚的人；力量从团结
来，智慧从劳动来，行动从思想
来，荣誉从集体来；世界上最光荣
的事——劳动；世界上最体面的人
——劳动者。”

同学们，你们看，雷锋就是这样
不断地告诫自己，劳动最光荣，他将
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党的事业
中，在不懈的劳动中去实现个人追
求，才成为了数代人去学习的榜样，
充分说明了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
中，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劳动不仅是一切知识、智慧和
美德的源泉，也是发展我们知识与
能力、品格与美德必不可少的重要
途径和方式。教育家陶行知说过：

“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
做工，大脑会思考，用手又用脑，才
会有创造。”

任何一项劳动，它不仅锻炼了
我们的双手和体能，也锻炼了我们
的大脑和心灵。我们在劳动中接触
并了解身边的人和物，在劳动中建
立并发展个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
我的关系和责任感，逐步学会做事、

学会合作、学会学习、学会生活，逐
渐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

那么，应该如何开展劳动教
育？我认为要坚持好一个基本原
则，那就是：立足真实生活，在真实
劳动中开展劳动教育，我有三个建
议给大家。

一是做好三件“事”。首先是做
好自己的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自己刷牙、洗脸、洗澡，做好个人清
洁卫生，自己做作业、整理书本文
具、自己洗衣服、洗鞋袜，整理收拾
衣柜房间等。其次是做好身边的
事。家庭、集体的事积极做，他人的
事情帮着做。分担家务，学会生活
技能，养成家庭责任感；做好班集
体、学校劳动，履职尽责；积极参与
学校、社区志愿服务和公益劳动。
再次是积极参与生产事。积极参与
学校或家庭、社会组织开展的工农
业生产和第三服务业劳动，经历创
造物质产品的真实过程，体会平凡
劳动的艰辛与伟大，感悟科技进步
推动劳动创新和社会发展。

二是坚持“用心”劳动。所谓
“用心”劳动，就是情感上要主动积

极、全身心投入劳动，要专注认真地
劳动；行为上要按照安全规范和质
量标准的要求劳动，有步骤有方法
地劳动；遇到困难，要坚持到底，不
怕吃苦，创新劳动；要追求卓越，精
益求精地劳动；形成劳动习惯，养成
劳动品质。

三是坚持劳动分享与反思。注
重向同伴、老师、家长等分享交流劳
动的感受与体会，回顾与反思劳动
过程中的不足与改进，由己达人，体
会父母、教师和其他社会职业劳动
者的不易和伟大，尊重劳动、尊重劳
动者，珍惜劳动成果。

同学们，60年前，你们的祖辈都
在学习雷锋精神，学习雷锋的理想
信念，学习他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
神、进取的锐气，这些来自劳动过
程中的精神，正是塑造我们一代又
一代人的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雷锋精神是永
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
动体现。

还有十多天，就是 3 月 5 日了，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劳动，在劳动中
发展自己，用劳动建设祖国和创造
美好生活！

什么是雷锋精神？在我看
来，雷锋精神就是助人为乐的精
神，热爱劳动、勤奋、刻苦、肯
钻研。在学校里，我会帮助老师
分担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老
师减轻负担。同学如果遇到困
难，我也会竭尽所能帮助同学。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虽然很多
都是举手之劳，但是心里也感到
十分愉快。在家里，我会主动承
担家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作
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一定
要把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2022 年度全国优秀少先
队员、成都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苏
汉森

迎着第一缕春风，我将代表
着希望与美好的一棵棵绿植种
入土中。方寸之间，见证的是我
用双手劳动换来的果实。习近平
爷爷说过：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信念
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
进取的锐气，这也正是我们民族精
神的最好写照，它们都是我们民族
的脊梁。

用心植一片草，就会翠绿一片
大地；用爱种一棵树，就会留一片
绿荫。用劳动践行民族精神，让民
族精神如这播种的春苗一样，在我
们少年儿童心间播种、萌芽、生根。

——2022 年度全国优秀少先
队员、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 郑涵
菲

劳动不只是为了生活，更是为
了传递中华民族“返璞归真，勤劳
勇敢”的精神图腾。我清晰地记
得，幼时，在一次敬老服务的活动
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劳动的力
量；小学时，在社区志愿者的带领
下，我种下了人生第一株小花；初
中了，我和同学们在“菁莪园”中打
造了一方小田；现在，我还参与到
社会劳动实践，在新场古镇治安志
愿中历练，在彭州“脱贫调查”中进
取。

新时代，新青年，让我们以书
为锄，以笔为镰，成为一名“劳动中
的小雷锋”！

——2022 年度全国优秀少先
队员、成都市树德中学 蒲张泽

知识卡片 在劳动中传承雷锋精神老 师
开 讲

护天府山水护天府山水 建美丽四川建美丽四川
在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有一个国际级自然保护区，长江上游珍稀

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也专程前
往宜宾三江口，了解这个保护区的生态修复保护情况。

天府四川如今有3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生态自然资源，得益于四川独特的地理环境。来
自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小学的罗欣益同学作为课代表，与IUCN世界保
护地委员会（WCPA）委员、四川旅游学院生态旅游研究所所长沈尤老师一起为我们
介绍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何人人有责”。

课代表有话说

同学们，你们应该都知
道四川有“天府之国”这个
称号，但你们知道这四个字
代表了什么吗？四川横跨五

大地貌单元，包括六个气候梯度，其
实，四川除了没有海洋，几乎拥有地球
上所有类型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类
型。比如，既有海拔仅有 188 米的峡口
低地，也有海拔 7556米的极高山峰；既
有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也有波澜壮阔
的川西高原；既有茂密的森林，也有辽
阔的湿地；既有长江的激情澎湃，也有
黄河的温柔平缓。

正是这种多样的自然地理类型，造就
了四川独特的生态环境系统，孕育了多种
多样的自然生命。所以，物种的繁多，物
产的丰富，气候的宜人，适合人类生活生
产，让四川从古至今都有着“天府之国”这
个美誉。

根据相关的调查和统计，四川有野生
脊椎动物1400余种，占全国总数的45%以
上，居全国第二位。其中，兽类231种，鸟
类 759 种，爬行类 120 种，两栖类 110 种，
鱼类 246 种和亚种。列入全国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物 303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63 种，包括大熊猫、川金丝
猴、雪豹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40种，包括狼、猕猴等。

四川有高等植物 14470种，占全国总
数的 1/3以上。其中，裸子植物种类数量
居全国第一位，被子植物种类数量居全国
第二位。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233
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1
种，包括光叶蕨、攀枝花苏铁、红豆杉、峨
眉拟单性木兰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222种，如西康玉兰等。

四川还有许多特有植物，如白皮云
杉、康定云杉、剑阁柏木、大叶柳、毛桤木
和峨眉矮桦。此外，四川还是全国重要竹
区之一，竹子在全省均有分布，现有竹类
18属164种，其中乡土竹种140余个，特有
竹种73个。

四川是生物多样性的佼佼者，除了多
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四川得以充分发
育，更是中国特有物种最多的省份。丰富
而典型的生物多样性，使得主要涵盖四川
的中国西南山地也成为全球36个生物多
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我们把这种有着多种多样生命形式
的情况称为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
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生存环境，提供了食

物、纤维、木材、药材、多种工业原料和丰
富的生态产品。

简单来讲，我们平时吃的粮食、蔬菜
和肉类，其实就是直接或间接从各种动植
物身上获得的；我们穿的衣服，使用的书
本纸张等等，也是来自于大自然中的动植
物；我们出去旅行看到自然风光其实也是
由各种生物和生态系统等等构成的。

家里养了猫猫狗狗的同学应该知道，
猫狗有非常多的品种，即便是同一种类的
狗狗，也会出现体型大小不同、毛色各异
等许多的差异，这也是多样性的体现。

在我们四川有两个著名的古人类遗
址，一个是三星堆遗址，一个是金沙遗址，
这两个遗址证明了古蜀文明灿烂辉煌的
同时，也展示了“天府之国”自古以来就有
的生物多样性。同学们可能都知道，在这
两处遗址中，有很多以动物为形象的器
物，比如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
铜神树，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
神鸟金箔，材质各异，造型精美，向我们展
示了古蜀人崇敬自然、学习自然、尚美自
然的文化基因。

“天府之国”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环境
基础，为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着重要的
基础条件，同时，当我们利用这些自然资
源和环境条件的时候，就需要遵循“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法则。

同学们应该学习过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述。所
谓绿水青山，就是我们所依赖的自然条件
和环境基础，既包括土壤、大气和水等环
境条件，也包括生物多样性这一重要的生
态资源。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
食物、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健康的生
态系统，这些就是“绿水青山”。当我们利
用这些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服务于我们
的生存与发展时，所产生的各种价值就是

“金山银山”。
在当下我们进入国家发展建设伟大

新征程的时刻，四川作为我国自然生态大
省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镇，从古至今的优
良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作为新时
代的青少年学生，我们要时刻牢记国家发
展对我们的期许。我们需要了解生态环
境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需要自觉承担

“护天府山水，建美丽四川”的使命。从我
做起，从身边做起，积极参与降碳、减污和
扩绿，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
识，共同努力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山
更绿，让所有的自然生命在美丽四川这个
大家庭里和谐共生。

天府之国四川地处西南腹地，横跨五大地貌单元，包括六个气候梯度。
川西高原耸峙、雪山巍峨，滋养出了中国极具生物多样性的垂直自然带，川东
盆地沃野千里，果蔬粮丰，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到金沙文化，从都江堰林
盘到雪山脚下的公园城市，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不仅仅是一片生存的栖身之
所，也是多种文明的繁衍生息之地。

优秀灿烂的天府文化离不开四川独树一帜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赖以
生存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生命之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是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重要
途径。

同学们，天府四川的山山水水，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的力量或许很小，我们的力量也可以很大，让我
们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态丰富多样的天府山水，走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四川。

老 师
开 讲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所有的动物、
植物、微生物和他们生活的环境，形成
的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我们人类的发
展与它息息相关。

举个例子，把生物多样性想象成一
张链网，这张链网中的其中一个部分被
我们破坏了，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系统
的不稳定，影响到更多的物种，就连水
质、土壤、大气都会被波及，而这一切都
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为了阻止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并
相应地提升生态环境的韧性，优化生态
布局，现如今四川森林蓄积量位居全国
第三，动植物数量名居前列，其中大熊
猫种群数量高达 1387 只，居于全国第

一。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无数面
临濒危灭绝的物种也重燃生命之光，地
球万物和谐共生，保护生物多样性，实
际上就是在维护着地球的生态平衡，也
是保护着我们自己。

知识卡片 保护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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