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保护秦岭获奖 秦岭保护心得体
会(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保护秦岭获奖篇一

秦岭是中国著名的山脉之一，其南北跨度长达1600公里，涉
及多个省份。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秦岭是我国重要的水
源涵养区和生态保护屏障，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
重要。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秦岭的自然环境遭
到了严重破坏，生态系统流失的速度大大加快，保护秦岭成
为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

第二段：探讨秦岭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秦岭的生态环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生态平衡，更
具有更深远的影响。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生态恢复和修复、
防止重大自然灾害等都是一些秦岭生态保护的目标。同时，
保护秦岭的生态环境不仅使自然环境更加优越，而且对于社
会乃至国家的发展都有正面的指导意义。

第三段：秦岭保护工作的实践

秦岭保护工作的实践已经展开多年，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保
护秦岭的生态环境。重要的保护措施包括森林资源保护、野
生动植物保护、石漠化治理、旅游资源开发和管理以及对农
业生产和人居环境的影响进行科学研究等。这些措施在有效
地改善了秦岭的生态环境，推进了秦岭保护事业的发展。



第四段：秦岭保护工作可能的问题

秦岭保护工作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法律法规上
的缺陷和执行上的不力。此外，一些收益驱动的企业破坏秦
岭的生态环境，导致了多项生态欠账，对生态系统的危害难
以估量。这些问题需要对秦岭保护工作的讨论做出更加深入
的思考和更具体的指导意见。

第五段：总结

保护秦岭的生态环境是一项长期而不断的努力。这种努力需
要每个人都进一步了解秦岭的生态环境，并贡献自己应有的
力量来保护它，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秦岭的生态环境不仅
关系到秦岭的未来，而且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和人类的未
来。作为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关注和努力为秦岭保护作出
自己的贡献，让保护秦岭成为我们生活与发展的重要任务。

保护秦岭获奖篇二

自1994年起，秦岭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后，为了保
护秦岭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我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关停采石场、禁止砍伐森林、加强巡逻执法等。这些措
施的实施不仅为保护秦岭的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也让我们
更好地认识到了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和保护工作的必要性。下
面，我将分享我对秦岭保护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加强管理，构建秦岭生态屏障

秦岭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态屏障，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珍稀
的野生动植物。为了保护这些资源，我们需要加强管理和保
护。政府应该加大监管力度，禁止一切非法采伐和捕捉行为，
并对侵害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处罚和制止。此外，
保护秦岭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保护生
态环境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



第三段：重视科普教育，让更多人了解秦岭

为了保护秦岭，我们不仅需要加强管理和保护，还需要加强
科普教育，让更多人了解秦岭并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政府
应该加大对秦岭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介向公众传递秦岭
的知识和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此外，学校和社区也应该开展
相关的科普教育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和居民了解和认识秦岭，
提高保护意识。

第四段：加强合作，形成共建共享的保护机制

保护秦岭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还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支
持。政府应该加强与企业、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等的合作，形
成共建共享的保护机制。企业可以通过捐赠和资助等方式支
持保护工作，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可以积极参与到巡逻执法、
科普宣传和环境监测等工作中来，共同建设秦岭的生态环境。

第五段：结语

秦岭是我们珍贵的资源，保护秦岭也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
任。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参与
到保护工作中来，才能建设一个美丽的秦岭。我相信，只要
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秦岭的生态环境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保护秦岭获奖篇三

六月五日是一年一度的的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宣传活动的
主题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我校根据县教育局环保局的
活动要求，不断优化校园环境，并把环境教育融入到学生的
人格教育之中，对学生进行绿色教育。为了增强师生的环境
意识，促进爱护环境的自觉行为，营造人人讲环境保护的良
好氛围，我校开展了环保宣传系列教育活动。现将活动总结
如下：



学校领导十分重视环境教育工作，把环境教育作为学校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为保证教育的实效，我校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的环境教育领
导小组，统筹安排学校环境教育工作。重视资料建设，对平
时重大的活动都能拍照录像，积累文字资料。重视阵地建设，
学校有宣传栏，各班有宣传板报，结合活动宣传内容，并开
展手工艺品制作和板报评比活动，营造了浓郁的宣传气氛。

1、在大课间，结合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进行环境保护重要性的
教育，增强环境保护的意识。同时对学生们发出环保倡议。

2、利用班会课开展环境保护主题班会，同学们以讲节能小故
事、节约小窍门和自己怎样节约等形式广泛宣传珍惜自然资
源、限制使用塑料购物袋等，树立学生们的节能环保意识。

3、走出校门，高举横幅，进行环保宣传的实践活动，增加学
生和自身感受。

4、利用校园广播站进行环保知识宣传，利用校园宣传栏。

5、各班级围绕环保主题出一期黑板报，进行宣传。

然而，环保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虽然通过活动我们学生的
环保意识增强了，但要真正地、自觉地落实到行动上，的确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部分学生仍然是说一套做一套。因
此，在今后的'环保教育中，我们将进一步的发挥家长学校的
作用，更深入地开展各项活动，使学生、家长的环保意识共
同提高，为保护我们的环境作出一份贡献，让我们赖以生存
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保护秦岭获奖篇四

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和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保护
好秦岭生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全面执行新修订的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严格控制建设开发，严厉查处乱砍乱伐、
私采滥挖、违规搭建等行为，同时搞好植被、水资源、生物
多样性等保护工作，真正还秦岭以宁静、和谐、美丽。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以秦岭保护为重点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让三秦大地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部署新要求，切实做好秦岭、桥山等
山体保护工作，持续推进渭河、汉丹江等重点江河治理，强
力推进铁腕治霾，进一步提升生态质量、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不断加快美丽陕西建设步伐。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
境为代价的粗放发展模式，着力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奋力谱写新时代追
赶超越新篇章。

从秦岭北麓的违规别墅，到洞庭湖畔的超级矮围;从千岛湖饮
水保护区违规填湖，到青海木里煤田超采破坏植被，生态环
境领域的突出问题、突出矛盾，之所以常常演化为顽瘴痼疾，
就在于山水草木、林田湖海的背后，往往牵扯着复杂的经济
利益。生态环境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是一个思想
认识问题。如果总想着赚快钱，甚至不惜牺牲生态环境换取
一时发展，那就是在为短期利益透支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
换句话讲，生态环境问题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必须看到更远
的将来，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

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不是非此即彼、二选其一，而是一枚
硬币不可切割的两面。同样是秦岭北麓，在浅山区有一座天
留村，曾在历史上小有名气，然而一度发展滞后。近年来，
当地大力开发天留景区，打造森林公园、薰衣草园、农家休
闲体验园，打响了“山水桥南，天然氧吧”的名号，当地人
说，“没想到金钥匙就藏在山上的林子里、溪流中”。这说
明，要把生态理念转变为绿色发展的思路，还需要进行因地
制宜的探索。只要肯下心思、善找门路，就能搭上绿色发展



的快车，避免走牺牲环境的老路，蹚出兼顾生态与发展的新
路。

于山水之间发现新的出路并不难，难就难在斩断陈旧发展模
式的利益链条，真正把生态环境保护落在实处。近年来，在
中央环保督察的整改报告中，“主体责任”“政治责任”成
为高频词。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到河长制、湖长制的建立和完善，压实主体责任、
悬起追责利剑，成为推动地方践行环保政策的有效制度保障。
去年7月，中央对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严厉追责，相关责任人
受到严肃处理，也为各个地方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警钟。

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因个体破坏生态环境
而产生的消极后果，会被社会中的每个人所分担，具有很强
的负外部性。正因如此，无论是一个地方还是某家企业，都
不应该抱有“收益是我的，污染大家担”的侥幸想法，也不
应该产生“让别人保护，自己坐享其成”的搭便车心理。正
因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意识，
处理好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真正把环境保
护当成全局的事来办，并承担起自己在全局中的那一份责任，
才能用每个地方的努力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要切
实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和珍稀动植物保护，着力做好林业科技
推广，守护好秦岭这一“生物基因库”。

保护秦岭获奖篇五

1、保护环境是责任，建设生态是美德。

2、保护生态功在千秋，美化环境造福后代。

3、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倡导生态文明。

4、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家园。



5、保护生态环境，惠及子孙万代。

6、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7、保护生态环境，就是爱护自己。

8、保护生态环境，优化人居环境。

9、保护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10、保护生态环境，造就秀美山川。

11、保护生态环境光荣，破坏生态环境可耻。

12、保护生态环境就是爱护自已。

13、保护生态手牵手，生态文明心连心。

14、保护野生动物，促进生态平衡。

15、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

16、创建省级生态县，建设和谐好家园。

17、创生态家园，建美好家园。

18、打造绿色生态林场，构建富裕和谐关帝。

19、遏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20、发掘林区资源潜力，搞好森林生态旅游。

21、发展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

22、发展生态经济，构建生态社会。



23、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增收，维护生态安全造福子孙后
代。

24、共创生态家园，同享碧水蓝天。

25、弘扬生态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26、弘扬生态文明，共建绿色常德。

27、积极行动起来，积极创建省级生态县。

28、加快发展，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国土生态安全。

29、加快林业发展，建设生态庆阳。

30、加快生态县创建，优化家园环境。

31、加快生态县建设，共创和谐家园。

32、加快生态县建设步伐，为建设长三角休闲旅游名城夯实
环境基础。

33、加快造林绿化，促进生态平衡。

34、加快造林绿化，改善生态条件。

35、加强林业发展，建设生态玉门。

36、加强森林资源保护，促进生态工程建设。

37、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

38、家家生态好风光，人人幸福保安康。

39、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生态效益



优先。

40、植树造林，维护生态平衡；绿化祖国，建设生态文明。

41、坚持以生态系统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42、建设绿色长廊，构筑生态屏障。

43、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

44、建设生态文化，塑造生态文明。

45、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构建和谐社会。

46、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

47、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科学发展。

48、立足自然生态景观，创造优美人居环境。

49、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

50、履行建设生态文明重大使命，推进现代林业又好又快发
展。

51、绿化美化家园，推进生态建设。

52、绿化美化生态化，人美景美家乡美。

53、美化生态家园，家庭生活美满。

54、谋划现代林业科学发展之路，实施生态兴省和谐林业目
标。

55、农业原生态、工业可循环、服务业可持续。



56、强化森林资源管理，提高生态安全意识。

57、争做环保使者，共创生态文明。

58、全面推进生态县建设，造就和谐美好家园。

59、全民共同参与，建设生态文明新林区。

60、全社会共同努力，积极创建省级生态县。

61、全心全意保护生态环境，同心同德创建清洁乡村。

62、人人参与生态建设，个个享受低碳生活。

63、人与自然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本质。

64、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

65、山水相连你我他，生态市建设靠大家。

66、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良好）。

67、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68、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

69、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

70、生态建设高潮迭起，林业产业方兴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