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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青少年水 土 保持科杖 羲令营的 思考

我国水土 流失面积之大
、

范围之广
,

位居世界之首
,

水土

流失已成为我 国头号环境问题
。

党中央
、

国务院十分重视水土

保持工作
,

将水土保持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

又

指出水土保持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生态环境和治理江河的

根本措施必须抓紧抓好
,

这是件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
。

在新的

形势下水土保持应该有新起点
、

新思路
、

新举措
、

新进展
。

《水

土保持法 》第 9 条
、

《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第 7 条明确规定要

在青少年中普及水土保持科学知识
。

2 0 0 3 年 3 月
,

我们带着

水土保持科普知识问题对某校初一年级 600 名学生进行随机

抽样调查
,

发现 70 % 的学 生不知道水土流失的危害
;
10 %的

学生有任意砍伐树木的现象
;
只有 20 % 的学生略知道水土流

失的危害
,

但不知道水土流失是怎样防治
。

从抽样结果不难看

出水土保持在青少 年中的意识还很肤浅
。

况且
,

青少年是祖

国的未来和希望
,

是 21 世纪 的建设人才
,

他们正 处于一个身

心急剧发展
、

变化和成熟的时期
,

容易接受新生事物 和科学文

化知识
,

具有较大的可 塑性
,

所 以从青少年抓起提高 21 世纪

青少年的水土保持意识显得尤为重 要
。

开展青少年水土保持

科技夏令营
,

填补他们在课堂中没有学过的知识
,

是提高青少

年的水土保持
、

可持续发展意识的重要一环
。

1 活动的目的及意义

通过向青少年普及水土流失危害和水土资源保护方面的

知识
,

使他们认识到水是生命之源
,

土 是生存之本
,

水土是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

是不可替代的基础资源
,

对人

类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懂得保护水土 资源是每个公 民

义不容辞的责任 ; 引导青少年实际参与到水土资源保护的行

动中来
,

培养青少年
“

从小做起
,

从我做起
,

从身边做起
”
的水

土保持意识
。

青少年水土保持科技夏令营通过接触自然
,

深人社会
,

让

学生在学 习中实践
、

在实践中学习
,

使他们真正认识到不合理

开发利用
、

任意破坏地貌植被和林木过度采伐
,

是水土流失加

剧的主要原因
,

懂得水土流失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大敌
,

同

时也给学生上了
“

爱护家园
,

人人有责
”
重要的一课

,

使青少年

积极地参与水土资源保护
,

为
“

青山常在
,

绿水长流
”
共鸣

,

既

能有效地培养他们树立水土保持基本国策意识
;

保护生态环

境的可持续意识 ;与违法行为作斗争的主动捍卫意识
,

又能达

到教育一代人 (学生 ) ;
启发两代人 (父辈和祖辈 ) ;影响三群人

(亲戚
、

朋友和 同学 )
,

以小手牵大手
,

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
,

从

而增强青少年的水土保持意识
,

意义重大
。

2 活动内容与实施步骤

以
“

保护我们的家园
”
为主题

,

围绕参观一学 习一思考一

参与一探讨 5个层次进行
。

组织参观考察典型点
,

了解水土流

失的现状
、

危害
、

成因
;
学习水土保持法律

、

法规和防治等方面

知识
;
思考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

,

水 土保持生态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辩证关系 ; 参与水土流失的恢复治理
;

探讨合理开发利用水 土资源
、

科学搞好水土保持
、

保证可持续

发展 的方式
、

方法
。

其步骤如下
。

( 1) 组建由水土办
、

科协
、

教育局等部门组成的夏令营活

动领导小组
,

专人负责活动的开展
,

与相关学校保持经常联

系
,

做到统一指导
,

分工明确
。

( 2 ) 制定夏令营活动计划
,

落实 活动的各项资金
、

日程安

排
、

地点
、

路线和安全措施
。

备足
、

备齐各种急救用 品
、

药品
,

以

防不测
。

( 3) 结合
“

水土保持宣传月
”
活动

,

策划切实可行
、

形式多

样且内容新颖的活动
。

主要活动内容操作性要强
,

要能够充分

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并且准备各项预案内容
,

保证活

动顺利开展
。

3 途径和方法

( l) 参观考察
。

参观考察活动是培养学生水土保持意识

的重要途径
。

要冲破传统教育的封闭模式
,

走出教室
、

走出校

门
、

深入社会
,

可以安排一些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与一些水土

流失恢复治理好的地方进行调查对比 ;安排一些生态园
、

植物

园等风景名胜区进行考察
。

让学 生获取真实
、

原始的 自然信

息
,

熏陶情绪又直接感知到当今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和治理的

紧迫性的重要认识
。

( 2) 学习讲座
。

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及水土保持知识
,

可采

用集体学习
、

专题讲座
、

系列讲座等各种形式
,

有意识地加强

对学生进行保持水土人人有责的思想教育和熏陶
,

讲座中尽

可能运用一些图片
、

幻灯
、

录像
、

多媒体等教学手段
,

以增强兴

趣
,

提高效果
。

( 3) 思考探索
,

搞主题营会
。

围绕夏令营的主题
,

充分调

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

让他们 自己策划
,

自己组织开展
。

在形

式上 可采用讨论
、

演讲
、

辩论
、

主题发言
、

小 品等方法
,

力求生

动活泼
、

丰富多彩
,

让学生能进行信息交流
,

集思广益
,

互相启

发
,

引动联想
,

系统地了解水土保持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工

程是大江大河治理的根本措施的科学论述
,

让他们认识到做

好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及相关措施
。

( 4) 参与治理
,

开展
“

我为家园添绿茵
”
活 动

。

开营前一
、

二星期
,

首先发动营员拿出自己的零花钱购买草籽
,

然后亲自

播种
、

养护草苗
,

观察记录小草的生长情况
。

开营后
,

联系一个

果林场或农场
,

让每个营员献出自己培育的小草
,

在梯 田的坡

面
、

田埂上进行栽种
,

以实际行动保持水土
,

为美好的家园添

一份绿
,

做实现水土资源 永续利用 和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存

的小主人
。

( 5 ) 征文
。

在营地学校建立一个
“

水土保持书架
” ,

免费赠

送一定数目水保方面的书籍
。

让学生根据 自己的爱好
、

兴趣和

特长
,

通过阅读和上互联网了解获取知识
,

结合调查考察的心

得体会
,

撰写调 查报告或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小论文
。

对撰

写的调查报告或小论文要进行评选
,

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

林 助 金

(南安市水土保持办公室
,

福建 南安 3 6 2 3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