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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没有售价，江山就在脚下！”11月 6日清晨，随
着一声嘹亮的口号，商洛中学“赏商山红叶·看最美家
乡·育时代新人”跨学科主题式研学实践活动正式开
启，高二年级 1200 余名师生将课堂搬进商州区秦岭江
山研学实践基地，开启了一场特别的研学之旅。

早上 9 时许，师生陆续进入了秦岭江山景区，一路
高歌，一路欢笑。在商州非遗展馆，学生们观看了皮影
戏，沉浸式体验了非遗项目狗娃咪、商州花灯的制作工
艺，试学闯王武术，并了解它们的发展过程，感受中国
传统艺术文化的魅力；在层林尽染、绚丽如霞的山林之
间，观察江山景区里的植被分布、地质地貌，探讨土壤、
光照等要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在群山环抱、绿影荡漾
的映翠湖边采集树叶、青苔制作标本，构建秦岭江山生
物群落模型；与村民主动交流，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当
地的聚落变迁、居民的饮食习惯和娱乐方式，进行景区
素描；红岩寨里，师生沐浴阳光，畅谈江山印象，感叹大
自然所赐予的天然之美，切身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一路走过来，大家认为江山景区里群落的空间结
构是什么样的？”

“有水平结构，也有垂直结构！”
“柿子成熟是什么发挥了作用？”
“脱落酸和乙烯！”
“大家看这一片岩石，根据我们课堂上的知识点，

辨别一下这里属于什么地貌？”
“喀斯特地貌！”
一路上，老师们随着身边的景观变化接连提问，学

生们紧跟着老师的节奏争先抢答，在一问一答间，既加
深了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的理解，又在实际场景中实
现了知识的迁移和应用。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实践中掌握了知识。比如

地 理 学 科 中 的 各 种 岩 石 的 形
态，之前只在课本上见过，通
过 这 次 研 学 ，我 可 以 在 大 自
然中近距离地观察岩石的颜
色 、形 态 ，去 体 验 岩 石 的 触
感，让我印象很深刻！”学生
陈星妍说。

秋天，是大自然的一幅壮
美画卷，也是师生放飞心情、
寻觅美景的最佳时机。学生王
希诺说：“通过这次研学活动，我
们走出了传统的课堂，走入了大
自然的怀抱，既感受到了家乡的风
土人情和不同的自然风貌，也学习到
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我和同学之间
的友谊在这个过程中也得以增长，希望学校
以后能多多组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在紧张的学
习之余既可以放松身心又能提高学习效率。”

“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最好的知识在自然课
堂，最美的风景在成长路上。本次研学活动让学生融
入大自然，用眼睛去观察，用耳朵去聆听，用双脚去丈
量，用真心去感受。整个研学过程着重培养一种精神，
一种以生为本的精神，一种勇于探索、克服困难的精
神，一种勇往直前、追求卓越的精神。”商洛中学校长张
文宇说。

近年来，商洛中学坚持“五育并举，不让一个学生
掉队”的教学理念，本次跨学科主题式研学实践活动既
是这一教学理念的实践，更是落实新高考对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的要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游览美景的同
时学习自然知识，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会
乡村振兴新变化，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山水间行走 探索中学习
——商洛中学跨学科主题式研学实践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米子扬

师生在秦岭江山景区集合师生在秦岭江山景区集合

秦岭巍巍，洛水泱泱。
在洛南县，有一位温文尔雅、有才不骄、持志不傲的巾

帼法官——周梦琳。
现年 53 岁的周梦琳，先后被表彰为“第三届中国生态

文明奖先进个人”“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先进个人”“商
洛好人”。

这些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周梦琳近 30 年扎根秦
岭深山，以一个个具体的审判实践保护生态环境的感
人故事。

第一次见到周梦琳，是在全国首个“秦岭红豆杉司法
保护基地”，她正和基地办公室主任杨玉贞察看一场冰雹
后红豆杉长势情况。彼时，漫山整齐的红豆杉迎风微动，
青翠盎然，映在枝叶间的周梦琳越发显得精神抖擞。

“我出生在洛南县，老家在保安镇，距秦岭主峰草链岭
不远，所以对秦岭感情很深。”说起自己的法治梦，周梦琳
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

2018 年年底，洛南县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
庭，周梦琳在担任行政审判庭庭长的同时，也负责起环资
审判工作。

对周梦琳来讲，一起案件就是一段人生，每一个鲜活
的案例都充满着人间烟火气。审理过无数难忘的案件，周
梦琳也在沉淀着生活阅历，磨砺自己，蓄积力量。

2019 年，周梦琳审理了一起非法采矿刑事案件，被告
人苏某在没有办理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耕地上挖砂，
形成一个深 2米占地 18亩的大坑。

这是一起典型的严重破坏秦岭生态环境案件。
如果简单地判处刑罚，这个大坑

谁来恢复？周梦琳十分忧心。她邀
请自然资源部门专家组到现场评估，
结论是至少得 30 万元填坑培土才能
恢复种植条件。

作为主审法官，周梦琳明白恢复
生态难度非常大。开庭那天，被告人
的家属在旁听时都流泪了，被告人苏
某也悔恨得痛哭流涕，希望法庭能从
轻处理。

“我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很真诚
地告诉他们，痛哭不是真正的悔罪，
身为秦岭人，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爱护秦岭生态，必须修复生态，恢
复耕种条件，法院会从宽处刑。”周梦
琳回忆道。

庭审后周梦琳没有立即下判，而
是多次打电话给被告人家属做工作，
告知其修复生态的宽大处理政策。
后被告人家属多方筹资，雇车辆，寻
找土源填埋深坑，重新植土，10 多天

后经自然资源部门专家组鉴定，出具了耕作层达标意见，
法院最终对被告人苏某从轻处刑并宣告缓刑。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工作中的周梦琳就像一枝傲雪的红梅，越是艰难困苦

越能激发她昂扬的斗志。
周梦琳觉得，她在秦岭生态司法保护中最值得骄傲的

业绩，就是推动建立了全国首个“秦岭红豆杉司法保护基
地”，为司法修复秦岭生态找到了一个替代性补植复绿的

“根据地”。
“没有司法基地之前，涉及野生红豆杉的刑事环资案

件，往往涉及收缴的野生红豆杉在哪里复植，到哪里可以
安全补种这些问题。”周梦琳介绍道，“这几年商洛人工造
林工作做得好，很难找到一个适合补植的大面积荒坡，随
意找个山坡零散补植又怕没有专人看护，红豆杉在野外难
以生存，尤其是一些比较珍贵的树种，如果让被告人原地
移植，没人管理成活率不高，还担心被他人再次偷采。”

带 着 对 秦 岭 割 舍 不 下 的 情 怀 和 种 种 牵 挂 ，周 梦 琳
自从担任环资庭负责人以来，一直在联系林业局多方
寻找勘查。

2022 年 6 月，在洛南县人民法院党组牵头组织下，在
周梦琳的积极推动下，洛南县人民法院和县林业局、洛南
县音乐小镇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3 家联合，在 4A 级景区洛
南音乐小镇内建立了“秦岭红豆杉司法保护基地”。

按照基地运作协议，由林业局出资金、出技术，音乐小
镇负责提供林地及平日基地园林管理和养护，法院负责将
需要补植的红豆杉组织移栽到基地。

该基地的建立解决了法院环资案件异地补植复绿“一
地难求”的问题，其也成为老百姓休闲康养的另一胜地，同
时发展壮大了秦岭濒危珍稀植物物种数量，是集司法修复
和生态康养于一体的立体式司法保护基地。3家协作单位
发挥各自专长，分工合作，相互成就，达到了秦岭生态保护
的目标。

目前，已有 10 多起案件被告人替代性修复生态在基
地补种秦岭红豆杉，“秦岭红豆杉司法保护基地”已成为陕

西环资审判的一面旗帜。
近 30 年来，周梦琳始终将环资审判的着力点和突破

口放在秦岭生态的保护和修复上，她带领环资审判法官秉
承“生态修复优先”环资理念，先后成功审结商洛市首起环
境行政公益诉讼案、商洛市首例野生兰花入刑案、商洛市
第一例判赔“碳汇价值”环资刑事案、“3·07”非法猎杀、出
售野生红腹锦鸡及其制品 9案 12人系列案，为守护秦岭生
态环境贡献了司法力量。

在周梦琳审结的环资案件中，有 36 件环资刑事案件
及公益诉讼案件，分别采取缴纳生态修复金、补植复绿、缴
纳碳汇费等方式，实现了生态修复的职能，有 12 起案件被
省、市人民法院作为典型案例向社会发布，打造出环资审
判“洛南模式”品牌。

在她的带领下，洛南县人民法院环资庭被市中级人民
法院评为“优秀女子法庭”，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周梦琳
也因在环资审判工作中取得的骄人成绩，成为傲然挺立守
护秦岭的那一棵“红豆杉”。

那 棵 守 护 秦 岭 的“ 红 豆 杉 ”
本报通讯员 任丹江

周梦琳周梦琳（（中中））察看红豆杉长势察看红豆杉长势

青砖、青瓦、青石板，挤满货物的
货架和络绎不绝的人群，供销合作社
这一具有历史背景的产物，存在 20
世纪50、60、70年代3代人的记忆里。

近日，笔者下乡偶然发现，镇安
县西口供销合作社又在乡间活跃起
来。一排 20 多间的房屋，青砖立
柱、土砖封墙、石板台阶、红瓦盖顶，
当年在一众土坯房之间如明星般耀
眼的老供销社近期通过翻修，做到
修旧如旧，再现“供销记忆”，时光穿
越感扑面而来。

整齐的货架和货柜里，不锈钢
水壶、水瓶等生活用品，铁锹、锄头、
修枝剪、喷雾器等生产工具，化肥、
农药、种子等农用物资，应有尽有，
不仅能满足村民日常生产生活需
求，也能满足合作社、种粮大户“一
站式”采购的需要。同时，西口供销
合作社还担负着组织农产品收购、
直销等功能。现在还增加了快递驿
站，家电销售、维修，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等新功能。

周边农户种地购买物品，没有
那么多的现金，供销合作社可以微
信付款，如果老人不会用微信，工作
人员都能帮着转账付款。从城市寄
来的快递也可请供销合作社代为接
收，家里想寄快递也不用再跑几里
地，一个电话打给供销合作社服务
中心就行。这样一个集现代化流通
体系、市场化经营体系、规模化服务
体系、合作化经济体系的新型供销
合作社深得村民的认可和欢迎。

老职工王忠文在这里经营日杂
百货 30 多年了。他感慨道，从 20
世纪 50 年代供销合作社兴起到现
在，西口供销合作社也有 70 多年历
史了。他们今年在翻修的时候，尽
量保持原貌，让供销合作社留在大家脑海里的那份记忆变
得清晰、亲切。很多乡镇的供销社或转包给私人或倒闭，西
口供销合作社不断完善新时代供销为农服务网络建设，组
织收购当地的地道药材、松子等农副产品，做到产地直销。
为了让有年代感的老供销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持续发挥作
用，翻修后增加了商超区域以及家电销售配送和安装维护
服务，承接物流收寄、开展农技服务等，让老供销合作社焕
发出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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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青苔采集青苔
◁◁学生们在萝学生们在萝

卜地里进行随机取卜地里进行随机取
样样，，测量样方面积测量样方面积。。

地理学科老师地理学科老师
在江山海石芽为学在江山海石芽为学
生讲解岩溶地貌生讲解岩溶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