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北的早晚温差大，10月30日清
晨，天刚麻麻亮，采访团就赶往宜川中
学。一下车，冷风便让众人打了哆嗦，
可当大家走进校园，看到一个个朝气
蓬勃的学生有序跑到各自班级的位
置，拿着手中的课本晨读，国旗护卫队
的学生穿着整齐的军装英姿飒爽地站
在队伍正后方，全程并未看到一名教
师参与，惊讶之时，心生钦佩。

“承担本次国旗下教育活动的是
高2019届19班，班名鲲鹏。”随着主持
人的介绍，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帷幕。
班级代表首先在旗杆下向大家介绍了
班名的含义，国旗护卫队的学生迈着
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旗杆，升起庄严
的五星红旗，国旗下的演讲，国旗下的
诗朗诵，到最后各班有序带回，一切井
然有序。“我们学校始终坚持‘学校的
一切为学生发展而存在’的办学理念，
学校从管理到课堂都是学生自己做
主，老师极少参与，升旗仪式也是各个
班级通过竞选才有机会。”该校副校长
张顺平向记者介绍。

看完升旗仪式，再听着校方的介
绍，大家对这所“我的学校我做主”的
中学也越来越有兴致，同时也持着怀
疑的态度，想看一下这所上线率极高
的中学，是否真的如校方所说的那样，
已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桎梏，成为学
生学习的乐园。

走进教学楼，一个个青春洋溢的
学生便开始自信满满地向大家介绍各
自所在年级组的基本情况。这些学生
看着很普通，甚至有些腼腆，但当他们
拿起话筒的那一刻，就仿佛变了一个
人。青春、自信的神态，精简、流利的
介绍，让在场的人颇感震撼。“我们的
介绍词都是自己写的，几乎每个学生
谈起我们学校，都可以很流利地向别
人介绍。”高 2019级学生李莹乐对记
者说道。

在每个班级外面的围墙上，记者
看到，这里成了班级展示风采的阵
地。每个班级除了传统的几年级几班
外，都有自己个性的班名、班徽。围墙
上不仅有班名的介绍，还各有风采，有
些班级展示的是一些学生的心得体
会，有些班级展示的是学生的奋斗目
标……只看这些，便让大家感受到了

这些班级的独特魅力和学生的青春活
力。

走进教室，学生并不像我们印象
中那样统一面对黑板而坐，而是分成
两列，相对而坐。据了解，每个班学生
都会根据入校成绩分成 6组，老师每
节课讲课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主
要以引导为主，由学生决定他们想学
习的内容，再分组展开对抗讨论，老师
只解决疑难问题。“老师是课堂的助推
者，我们也从之前的‘要我学’转变为

‘我要学’，我初中是在安塞上的，来这
里以后也可以适应这种教学模式，而
且我觉得这样的教学给了我们很大的
自主权，我们的学习兴趣较以前更浓
了。”学生高天雨说。

不仅在课堂上，据记者了解，宜川
中学的学生自主管理模式已经渗透到
学校的方方面面。在校园内，记者看
到的每个学生都彬彬有礼、活力四射，
根本看不到因为沉重的课业负担而有
的疲态。也看不到德育处的老师或是
班主任督导学生去做什么或不要做什
么，整个学校在学生的自主管理下井
然有序，甚至学校食堂也由学生监管，
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该校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主席
兰超说：“我们这个机构是学生自己
组建的，实施的各项制度也由学生自
己讨论制订，我们负责组织的各项活
动和学校的日常管理都是在课余时
间进行，丝毫不影响学习。而且大家
都是自己找任务去做，无需学校安
排，这样自主性更高，也能更加科学
民主地服务学生。”据了解，该校学生
社团较为活跃，各类社团有 50多个，
涉及文体等多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
学生的课余生活，也培养了学生的兴
趣爱好。

从宜川中学出来，采访团众人意
犹未尽，大家都被这所中学独特的教
学管理模式和学生的青春气息所感
染。不少年轻记者纷纷表示：“宜川中
学真是一所让我们想再回学生时代的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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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论剑，公路一号通天堑
塞上鼓笙，沿黄两岸金地福

风景这边独好

在苍茫的黄土高原腹地，有一片世外桃源。
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 87%，林草覆盖率达 92%以
上，被誉为“陕西的一叶肺”。

在宜川采访期间，得知附近有一个树顶漫步
是“躺”在山水田林间的运动公园，采访团临时决
定去一探究竟，从宜川县城出发，半小时的车程就
抵达了目的地。

虽然距离宜川县城比较近，但树顶漫步却属
于黄龙县瓦子街镇。地处延安市东南边缘的黄龙
县与延安市其他县域相比，矿产资源匮乏，工业基
础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少，财力弱，旅游带动成了
黄龙县破解县域经济发展困境的重要战略。

“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这一片青山绿水。”
如今这片山水，成为了黄龙县人的骄傲。

走进瓦子街树顶漫步，在一条蜿蜒的绿色长
廊指引下，一座40米高、1250米长的钢木结构栈道
在浓密的群山之间格外显眼。作为树顶漫步的核
心项目及标志性建筑，树顶漫步科普塔、教学塔及
互动体验拓展栈道全程采用无障碍通道设计，从
距离地面3米至24米的高空中设计20组针对儿童
的拓展挑战，3组科普互动平台，一条幻灯片蛇形
滑梯，两处玻璃观景台，各种飞禽标本等元素，集科
普、互动、体验、挑战、观景等功能为一体。

“没有孩子会生来不爱树林、草地、小鸟……
给孩子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让他们去看、去听、
去触摸，用感官亲身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
你会发现 孩子会变得乐观，善于与人交流，也开
始自律。”树顶漫步负责人申青峰告诉记者，2009
年，他第一次在德国见到这个项目时，就被深深吸
引，城市的发展，物质的膨胀，使人们与自然越来
越疏远，尤其是孩子们，他们已习惯自然的缺失，
无法感受自然的能力，视力开始变得模糊、肥胖、
注意力不集中、孤僻、自闭、叛逆，离科技越来越
近，离自然越来越远。

“可能很多人都想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可我
觉得更应该培养的是快乐幸福的孩子。”申青峰的
这句话始终在我的脑海里回旋，人类起源于森林，
对我们来讲，森林就是没有屋顶和围墙的家园，千
百年来，人类择林而居，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孩
子在成长的道路上却与自然隔绝。

一片片森林花草，一根根原木铺设，远近车马
无喧，只见绿树青山。走在树顶漫步96平方公里
的大森林里，同事随手在树上摘来了海棠果跟大
家分享，树林、草地、沙子间传来一片欢声笑语，让
连日不间断的采访也变得轻松愉悦起来。

在高低落差24米，长度54米树顶漫步幻灯片
蛇形滑梯上，我们体验了一把5米/秒的速度与激
情。先滑下来的采访团成员齐聚在滑梯口，一遍
遍听着后来人千奇百怪的尖叫声，看那一张张惊
魂未定的脸，一瞬间时空穿梭，大家好像又回到了
孩提时的幼稚和简单。

“卡丁车赛道也不错，可我还是最喜欢山顶那
个速度很快的滑梯，很刺激很有意思。”在树顶漫
步卡丁车赛道，记者碰到了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
王瑶，今年 10岁的他刚上三年级，这样的户外拓
展体验他非常感兴趣。树顶漫步卡丁车赛道是目
前国内唯一一条以全新赛车理念设计的新型赛
道，全长 1168米，直线道路最长 168米，18个弯
道，其中6个上坡弯道，4个下坡弯道，赛道错落起
伏，看似天马行空，实则变化有序，不同的路段，不
同的弯道，不同的感受。

出了卡丁车训练基地，穿过一片各式秋千、平
衡木、蹦床、滑梯、转椅、挖掘机等汇聚的动力儿童乐
园，一幢幢足球、集装箱、小火车、胶囊汇聚而成的形
式各异的小木屋出现在眼前，宛如一个童话的世界。

我们发现，在这里大部分路段宽度不超过一
米，路面没有做硬化，而是由沙子、碎石、草地、木
屑铺设而成，很多建筑都采用的是钢结构为支撑、
实木材料为主体的不生根设计，部分建筑特意在
地表留足 50厘米的悬空高度，保证地表的植物、
动物、生物们可以自由地呼吸，穿越生长。

一路走一路看，每一处都是风景，每一个设计
理念都体现着自然与天性的回归。

“整个项目的建设内容包括青少年互动体验、
森林体验、森林运动、科普知识教育、课外自然课
堂、滑雪及卡丁车训练、生态农业示范、夏冬令营、
研学旅行等。”申青峰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
科普教育基地平台的搭建，让更多的孩子走出户
外，亲近自然，从自然的体验中有所收获。”

临近采访结束，申青峰再次说道，树顶漫步做
的是教育，不是旅游。而我想，不管是孩子还是作
为成人的我们，可能都有着同样的自然缺失，让更
多的人能在这里感知自然，释放天性，找到初心，
才是对这片
森林诉说的
最 好 回 应
吧。

69年前，一个战役让鲜血染红了
瓦子街；69年来，生活在这块红色热
土上的人们踏着革命先烈的足迹孜孜
以求；而今，三季有花、四季见绿的生
态环境又让这里锦上添花。

10月29日，榆林、延安、渭南三市
沿黄公路采访团走进了瓦子街烈士陵
园。王震同志题写的“瓦子街战役烈
士纪念碑”高高耸立，默默地提醒着人
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瓦子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西
北战场上的一次重要战役，是毛泽东
同志“围城打援”军事思想的典型战例
之一。此役发生于 1948年 2月 28日
至 3月 1日，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
下，西北野战军取得了歼敌 3万余人
的伟大胜利，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整个
战略形势，是我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
线作战的第一个歼灭战。苍松郁郁、
翠柏掩映，5287名在此役中壮烈牺牲
的西北野战军指战员静静地安躺在这
里，他们用鲜红的热血铸造了历史的
丰碑。

如今，瓦子街烈士陵园已成为重
要的爱国主义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基地，年均接待旅客8.2万人次；其中，

每年都有上万名青少年前来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并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健
康成长。

烈士陵园所在地瓦子街是一座充
满勃勃生机的绿色宝库，境内山清水
秀，林草茂盛，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
上。集生态科普、自然教育、运动、拓
展、度假等为一体的“树顶漫步”，是中
国首家以“亲子教育”为主题的互动体
验式森林运动公园和青少年生态文明
科普教育基地，一期工程的建成开园
又为这块红色土地增添了绿色景观。

渭清路、洛宜路穿境而过，瓦子街
还是青兰高速黄龙县的出口，西去黄
陵、东至壶口都不到百公里，南下西
安、北上延安交通也十分便利，有着得
天独厚的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大
自然的向往也愈来愈强，前来旅游的
人逐年增加。每逢周末、节假日，延安
境内自驾游的人也纷至沓来，瞻仰烈
士陵园、体味先辈甘苦，投入大自然的
怀抱、放松心情，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
相映成趣，相应的餐饮等服务业也勃
勃兴起，为瓦子街的发展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

说起今天的昝家山村，但
凡是去过的人，都会惊喜地发
现：村民们住进了干净敞亮的
楼房，还依托靠近黄河壶口景
区的优势，家家户户开起了餐
饮店、旅店，让背着锄头“看天
吃饭”的村民，如今也踏实端起
了旅游这个“金饭碗”，一跃成
为宜川县旅游扶贫示范村。

出了宜川县，顺着沿黄公路
一路向北，越过气势磅礴的壶口
瀑布，继续行驶约 9公里，便到
了昝家山旅游新村。一进村，餐
饮店、旅馆林立，陕北炖羊肉、黄
河大鲤鱼等地方特色小吃琳琅
满目，游人穿梭、热闹无比。

将近不惑之年的杨海鑫，
是土生土长的昝家山人。曾在
好长一段时间内，在他眼中，这
个生他养他的地方，被深深地
打上了贫瘠的烙印。“我们村一
共有5个自然村，村子之间距离
较远，土地条件比较差，只能靠
种粮养家糊口，不光村里穷，村
里人更穷。”为了生计，杨海鑫
专门去西安学厨艺，在山东干
起了厨师行当。虽说背井离
乡，苦点累点，一年好歹也能收
入四五万元，小日子过得有滋
有味。离家好几年，杨海鑫慢
慢地习惯了在外打工的日子，
回到昝家山村的念头也渐渐地
淡了。“回到村上也只能靠种地
过活，一年到头也没落下几个
钱，穷日子真的是过怕了。”

距离昝家山旅游新村不远
的壶口瀑布，是国内久负盛名的
景区，常年游人如织。俗话说得
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前些年，
对于昝家山人而言，比邻壶口景
区的先天优势并没有让它占尽
先机，村民们住房靠土窑洞、吃
水靠集雨窖、交通靠人力车、收
入靠务工，“靠山吃山”的苦日子
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说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昝家
山人要脱贫，就要挪出穷窝
窝。短短八年时间，昝家山村
74户村民通过易地搬迁，从山
梁梁上搬到了壶口景区附近，
临路建起了旅游新村，形成了
以餐饮住宿、农特产品和旅游
纪念品销售为主的产业格局，
源源不断的游客给当地带来了
脱贫致富的机遇，村民们也因
此迎来了“美丽经济”。据壶口
镇政府工作人员说，全村目前
有 72户从事旅游服务业。其
中，有27户开设农家乐，月均收
入约 15000元；15户开办旅行
社，月收入超过 5000元；30户
将房屋租赁给村里能人，月均
收入达3000元。

今天的昝家山旅游新村，随
着旅游扶贫的不断发展，村民们
也享受到了巨大的红利。三年
前，杨海鑫举家回到昝家山村，
夫妻俩在旅游新村开了一家农
家乐，经营餐饮和住宿，在家门

口当老板，一年下来收入不菲。
“现在不光是自己给自己当老
板，辛苦一年至少也能挣个6位
数，再苦再累也值了。”杨海鑫
说，去年，自家的农家乐净收入
10万多元。

路通产业兴，路通群众富。
今年，昝家山旅游新村又一次迎
来了新机遇，让村民依托好风
景，有了好“钱景”。8月份，沿黄
观光公路顺利通车，越来越多的
人愿意走出“钢筋森林”，感悟自
然之美、历史之美。路通了，黄
河壶口景区的游客徒增，昝家山
村村民的收入也随之上涨。举
个例子，今年国庆八天假期间，
单单餐饮业这一项，全村毛收入
约有 13万元，和去年“十一”黄
金周相比，收入高了近一倍。

昝家山村的大变迁，是“交
通＋旅游+扶贫”托起产业兴、百
姓富的鲜活样本。沿黄公路犹
如黄河边上的一条绚丽的丝带，
将渭南、韩城、延安、榆林4市50
余处名胜古迹串联了起来，把黄
河西岸的经济、文明、旅游连接
在了一起。在这 800多公里的
旅途中，沿途景色美不胜收，不
乏华山景区、丰图义仓、洽川景
区等众多知名景区，期待越来越
多的群众有个好“钱景”。

● 阳光早操 渭南日报 李沛华 摄

树顶漫步：树顶漫步：
这里有这里有诗和远方诗和远方

延安日报记者 刘小艳

● 树顶漫步 延安日报 孙晨籍 摄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渭南日报记者 杨晓妍

● 壶口岸边上演实景剧《黄河大合唱》 渭南日报 李沛华 摄

产业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