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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讲，家

庭是人生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第一位教师。为人父母一定要重

视言传身教，传授知识，培育品德，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

人生旅途影响人成长主要有三个驿站，即家庭、学校、社

会，而家庭更是重中之重。婴儿降临人间，第一眼看到的是父母，

听到的是父母的声音。家庭是孩子活动的天地，成长的乐园。在

家庭舞台上父母是演员，孩子是看客，父母一举一动，一言一语，

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溶入骨髓，陶冶灵魂。由此可知，父母

是孩子学习的榜样，人生导师。或曰，父母是模范，孩子是脱胎，

不仅相貌像，性格、品德、人生观诸方面都相似。

有人打这样的比方：家教犹如第一道染缸，家教好，孩子这

方素绢染成红底色；长大进入学校遇到好老师指教，再加一层

红，成了大红；步入社会遇到好朋友，自然成了永不褪色的朱红。

反之，如果家教不好，犹如素绢染成黑底色；进入学校遇到好老师

把他染红一些，但那黑底色很难褪得一干二净；步入社会遇到一些

不三不四的朋友，那就很难说了。切记，白的容易黑，黑的不易白。

家教似乎简单易行，其实不简单也难做好。经验告诉我们，

成功的家教起码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既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更

要有高素质的家长。古今中外许许多多伟大人物，几乎都是从成

功家教走出来的，比如传诵千古的“杨家将”故事，杨老将（杨继

业），忠君爱国，抗金保宋，以身殉国，伟大的爱国精神陶冶出

“一门忠烈”，儿孙们像他一样，抗金保国，奋战沙场，谱写出一

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爱国华章。人们津津乐道的岳母刺字故事，

这位伟大的英雄母亲，把强烈的保宋抗金思想升华为金闪闪“精

忠报国”四个字，刺在儿子岳飞背上，激励他收复失地，报效祖

国。结果“刺”出一位光耀史册伟大民族英雄。还有家喻户晓的孟

母三迁的故事，为中华文明培育出一位儒家大师，功德无量。将

门出良将，书香门第出秀才。家教家风对子女的影响极其深远。

家教教什么，似乎无法定教学大纲和教材。其实，千百年

来，人们约定俗成遵循并践行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为教学

大纲。教材，或经典文献，或选用民间传说和传统戏剧。现今国家

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最好的大纲。至于教材，选用

传统的启蒙教材，或借助电视传播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伟人，或

“感动中国”的好人好事。努力培育孩子保家卫国、勤劳俭朴、诚

信友善、孝悌感恩等方面优秀品德。

家教有法但无定法，最重要、最有效的是“言传身教”，特别

是“身教”。孩子一无所知，什么都不懂，大人应少讲大道理，多

用自己的行为做示范，来引导。孩子看得见，读得懂，感受深，效

果好。其次，因材施教。百人百性，情况各异，只能量体裁衣，对

症下药。聪明伶俐者，少而精点拔;迟钝笨拙者，不厌其烦多重

复；胆小怯懦者，鼓励勇敢闯荡；鲁莽好事者，指出不堪设想的后

果；玩狗耍猫者，告诫玩物丧志；好吃懒惰者，训导“成由勤俭败

由奢”；等等。总之，静者，动之；懒者，劳之。多表扬，少批评，教

与养兼顾，严与慈并用。

下面谈一下特殊孩子的教育问题。所谓“特殊”，指孩子生

理或心理与常人不一样，诸如迟钝、丑陋、顽皮、残疾等。世上无

奇不有，芸芸众生，偶尔出现一半个奇特人，常人少见多怪，便以

异样眼光来看，做出错误判断，不平等对待。

先说“笨孩”。世上动物（包括人类）从远古走来，进化的结

果千差万别。比如，同是卵生的禽类，蛋大者像天鹅，先天足，幼

鸟刚刚出壳，一身毛茸茸，体壮有力，很快就能随母亲出窝觅食，

走向自然。蛋小者像麻雀，先天不足，幼鸟破壳刚出，赤皮露肉不

睁眼，需老鸟辛勤捕虫喂养数十日，待羽毛丰满，才随母亲飞向

林间，独立生活。人亦然。母亲十月怀胎，诸多因素影响，婴儿发

育不一样。先天足者，身心健康，成熟早，伶俐活泼；先天不足

者，身心发育不完善，成熟迟，迟钝呆板。但先天不足可以后天补

足，与常人一样做出应有贡献。我国清朝“中兴第一名臣”曾国

藩，小时很笨，曾出过一个大笑话：一天晚上小偷潜入他家梁上

伺机行窃。曾国藩灯下背一篇古文，念念背背，及至“鸡鸣外欲

曙”还没有背会。而梁上小偷跟着他念念背背已背会了，气急败

坏地说了声“笨蛋”，悻悻然空手离去。世界著名“相对论”物理

学家爱因斯坦，小时脑筋特别迟钝，四岁不会说话，九岁说话结

结巴巴。在学校读书全班成绩最差，老师叫他“笨蛋”，通知家长

领回家，不让再来学校。长大后，受到科学和哲学启蒙，对科学产

生了浓厚兴趣，多年刻苦钻研，终于在物理学“量子论”、“相对

论”、“宇宙学”三个不同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成为现代最负

盛名的伟大科学家。世上所有大器晚成者，小时多不为人看好。

但愿我们的家教能借鉴上述一类名人成功的经验，培养出更多

的这一类奇异伟人。

再谈“丑孩”。人的习性，审美观往往以“顺眼”为标准，即五

官端正、眉目清秀、身材匀称，不高不低，不胖不瘦。否则，不是

轻视，就是排斥，甚至敌视，视为废物。家喻户晓的“包青天”包

拯，其母分娩见他黑漆漆的，视为怪物，便弃之村外路旁草丛里，

被马踩伤前额。慈善的嫂嫂把他抱回抚养成人，长大“学而优则

仕”，知开封府，执法不阿，世人敬称“包青天”，光耀史册，传诵

千古。再看举世瞩目“诺贝尔奖金”创始人诺贝尔，小时候相貌丑

陋，眼小耳朵大，唇厚鼻子像大蒜；体弱多病，脊梁骨少一节，不能

长时间坐着。其兄嫌弃他说：“早就该扔掉。”但他自强不息，不屈

不挠，做点有意义的事弥补自己的缺陷，一头钻进化学试验，终于

制造出甘油炸药和无烟炸药，成了百万富翁，拿出九百万美元设立

奖学金，奖励在和平、文学、物理、化学、医药方面成果杰出的人

物。人常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切忌“以貌取人”。

最后讲讲“残疾”。有些人先天或后来或聋哑，或失明，或缺

臂少腿，遭遇不幸。身残但志不残，同样创造奇绩。我国山东张海

迪，自幼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理。但凭其超人的毅力与勇气，发

奋读书，顽强写作，自学成才，出版多部小说和译著，获硕士学

位，被选为国家残联主席。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小时候又聋又

哑，但她不向命运低头，刻苦学习，艰苦耕耘，用汗水和心血写出

多部巨著，终成世界文坛顶级作家。

前几天传媒报道，日本一位无足无手钢琴演奏家，在维也

纳演出十分成功，轰动欧洲，引起广泛热议。这是他付出常人十

倍的努力才苦练出来的。

“特殊”孩子长大做出“特殊”贡献者，古今中外举不胜举，

这里就不赘述了。

下面提及一下家教应该抛弃的一些落后做法。

一曰，打骂。俚语“不打不成才”。这种简单粗暴惩罚，不但

伤害孩子自尊心，而且影响身心健康，往往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犹如一株幼苗，一阵急风暴雨，不是砸叶，就是伤茎，影响秋季收

成。批评很有讲究，既要态度严肃，又要语气平和，同时注意场

合，吃饭时，大庭广众不能高声训斥。遇事冷处理，适当时候解

决，让孩子把话说完。

二曰，偏袒。爱子之心人之常情，保护孩子不受伤害是家长

神圣义务。但是有原则，不能是非不分。比如，小孩们在一起玩

耍，偶尔发生口角打架，父母不能不问青红皂白指责对方，不约

束自己孩子。遇到这类事时，家长应该高姿态“有理没理，先管自

己”，息事宁人。否则，助长孩子强词夺理、有错不改习气。父母应

该培养孩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高尚品德。

三曰，娇生惯养。如今独生子女成了家中“小皇帝”，父母、

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宠爱他，甚至供奉他，衣来伸手，饭来张

口，嫌肉腻，嫌果甜，不吃这，不喝那，挑肥拣瘦，忙得一家人围着

他团团转。这种溺爱会把孩子宠坏，成了“四肢不勤，五谷不分”

的纨绔子弟，不会处事为人的“多余者”。再说人类生存发展规律

是严酷的竞争，没有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温室的花朵怎

经得起风吹雨打；不经艰难坎坷磨砺，怎能自立于社会。谚语说

得好，“娇生惯养，没有好儿郎”。

四曰，放任自流。有的家境欠佳，或遭遇天灾人祸，大人病

故或离异；或父母文化低，修养差。家教荒废，沙漠化，受害最重

的是孩子。犹如一棵小树，长在石窟或沙漠，缺水少营养，又遭动

物啃噬，弯弯曲曲，又矮又小不成才。有道是，好花不浇不盛开，

小树不修不成材，孩子不教遗后患。《三字经》告诫人们：" 养不

教，父之过。" 新时代的家长，不要犯这样的过错。

行文自此捎带谈一下“神童”。世上无奇不有，出现几个聪

明过人、智慧超众的特异儿童，但并非都做出特殊贡献，甚至有

的还不如常人有作为。因此，家长若遇早慧孩子，一定要头脑清

醒，科学引导，切记颇含哲理的谚语：聪明不学会失败。三分天才

七分努力。好马是训出来的，才干是练出来的。不然，便会像王安

石写的《伤仲永》那样，一事无成。

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青。无疑，百年大

计，家教为先。家教关乎兴家强国千秋伟业，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回顾历史，旧中国贫穷落后，家教荒芜，国民素质低下。民贫则国

穷，国家落后则国民愚昧。恶性循环，致使国势衰微，民不聊生，

江河日下，国将不国。如今民富国强，国泰民安。“两个文明”显著

提升，普及了中等教育，步入了小康社会，家教也水涨船高日益

提高。新时代的家长，不仅要关心孩子身体健康成长，吃好穿好

生活好，更要关注孩子思想品德健康成长，既传授简易知识，更

要教化如何做人。负责人称职的家长，应当高瞻远瞩，放眼未来，

让孩子将来成为有作为的人，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家 教 与 成 才

有机旱作农业是有机农业与旱作农业的统称。有机旱作农

业的“有机”，笔者理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实施旱作农业

六大配套技术的投入，要坚持有机农业的理念和方式，六大技术

之间实现有机组合，互相耦合，相得益彰，使得基地在生态环

境、土壤质量、抗旱能力、农技，农机、农艺方面符合有机农业生

产的要求，为有机农业创建基地载体；另一个方面是在此基地坚

持国家有机作物生产标准，生产出有机产品，通过有机生产维

护、保持、提升基地质量，永续利用与发展。

旱作农业解决的是在干旱半干旱雨养农业地区，如何通过

旱作农业的配套技术，建成有机农业生产基地，发挥有机农业的

多元化效应，最终实现干旱半干旱雨养农业地区的可持续产出

有机产品以及一二三产业的多元化高效益的现代农业目标。

在有机旱作农业基地实施有机作物种植，实现生产出有机

产品以及一二三产业的多元化高效益的现代农业目标，需坚持

以下三个方面。

坚持把握有机农业的本质与遵循
只有取得国家《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农业，才是有机农

业，只有产品包装上贴有“有机编码”的“有机标志”，能够在国

家有机产品网站查询到的有机产品，才是有机产品。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对有机农业的定义是：“有机农业

是一种维护土壤健康、生态健康以及人类健康的生产体系。它仰

赖自然的力量、生物多样性以及内在的循环；有机农业结合传

统、创新与科学，创造更美好的环境，最大限度地提升所有生命

的生活质量与之适当的关系。”

有机农业的本质是“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

与自然秩序和谐共生

有机农业的主要特征是不使用转基因物质与技术，不使用

化肥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是以有机肥投入、利用现代技术对

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升级、引入各种先进技术手段，实现经济、生

态等多元化的现代农业。

有机农业遵循内部生态系统的自然调节机制
有机农业采取的生产措施是以实现系统内的养分循环，最

大限度地利用系统内的有机废弃物质、绿肥，选用抗性品种，合

理耕作、轮作、多样性种植，采用生物和物理方法防治病虫草害

技术等。通过建立合理的作物布局，满足作物系统内部的自我调

节控制能力的作用，以抑制病虫草害的发生。

有机农业遵循与自然相融合的物质投入
有机农业利用豆科作物固氮的能力来满足植物生长的需

要。种植的豆科作物用做饲料，由牲畜养殖积累的圈肥通过腐熟

再被施到地里，培肥土壤，为植物提供营养。

作物像人体一样，生长需要各式各样不同的营养成分。但

化学肥料仅含氮、磷、钾三种成分，并不足以维持作物的健康成

长。作物需要的养分有 88 种，比起土壤中各项养分的含量，更重

要的是土壤中的各种微生物，因为它们能将各种营养成分合成

转化为作物所能吸收的型态。

通常牲畜承载量是每公顷一个成熟牲畜单位，要保持饲料

和作物的种植处于一种相互平衡的关系。尽最大可能获取饲料

及充分利用腐熟农家肥料，保持供需平衡。

有机农业遵循生物对土壤整体的活性释放作用
投入土地的植物残渣和有机肥料以及种植间作作物有助

于土壤营养的增强。但土壤中自然的微生物、昆虫、蚯蚓等生物

通过对土壤的持续过滤，使得土壤肥力得以活性释放，才能使得

作物吸收，变为能量。

有机农业遵循轮作种植使土壤得以休养
土壤通过轮作种植，再次分解并释放肥料营养成分，从而

促进、激发并利用这种自我调节，以期为生产出健康的高营养价

值食品持续提供能量。

有机农业遵循社会经济过程和自然生态过程的相互关联

在自然界相互交织的生态经济有机系统中，如何协调经济

与生态的关系，保证有机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是真正从事有机农

业研究和生产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机农业生态经济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经济系统和农

业技术系统，这些系统按照各自的组织原理，最终使复合农业生

态经济系统趋于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物质流、信息流和价值流均

能正常流动，系统最稳定，净生产量最大，并且维持。这样的生态系

统就称之为良性顺态经济系统，是有机农业生产追求的最终目标。

在生态经济系统中，经济增长与生态的稳定程度之间存在

一种协调发展的互促机制，即以技术作为中介和手段，既要重视

技术的发展水平和进步程度，又要掌握运用技术开发利用自然

资源的方式和程度，既能使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资源得到充分

的开发利用，以满足扩大的规模和增长的经济的需求，又不超越

生态系统自我稳定机制所允许的限值，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

平衡和持续生产力，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互促发展。

坚持有机农业的基本原则与完整性
有机农业的基本原则和完整性，是健康、生态、公平、关

爱。所以，在有机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从

四大基本原则。

坚持健康原则，保持有机产品质量的完整性

健康原则贯穿于有机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各

个环节，以维持和促进生态系统和生物的健康，包括土壤、植

物、动物、微生物、人类和生态环境的健康为终极目标。有机农

业尤其致力于生产高品质、富营养的食物，以服务于人类健康和

动物健康。健康原则重点体现有机产品质量的完整性，有以下

4 个方面。

一是健康的生态环境。高质量的有机产品来自于健康的有

机基地，健康的有机基地由无污染的优美的区域性的生态环境、

深厚的土层、肥沃的土质、丰富的微生物、旺盛的生命力的健康

土壤组成，基地生长出的健康植物，又由植物本身构成多样性丰

富、景观优美、功能协调的生态环境，基地内外形成花草散发芳

香，蜜蜂、蚂蚁、蚯蚓、昆虫大量出现，一个和谐、自然、高效的、

完整的生态环境，是生产出高质量有机产品的环境保证。

二是地道的作物品种。有机农业不拒绝外来高质量种子的

进入，但更主张强调以具有当地农耕文化、地道、地标、特色的

品种为主，形成当地的特色产品、地道产品，是保证有机生产完

整性的重要环节。

三是加工、运储、流通过程保持有机产品营养成分的完整。
有机产品强调尽可能地少加工，以保持产品营养成分的完整性

和全面性，即使要加工，也只能采用生物、物理和机械的方法，

尽量保持产品营养成分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有机产品要求有专

门的生产线和储藏仓库。如果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也要做好将

有机和常规产品分离和清洗的工作，在流通环节也要配备专用

运输车辆，如果条件达不到，则在有机产品装车前要彻底清洗，

以保持产品营养成分规避污染和破坏等风险，保持有机产品的

完整性。

四是有机产品的可追溯性。有机产品特别强调保持质量的

不变要贯穿到“从生产源头到餐桌消费”的整个过程，以确保消

费者了解自己消费的有机产品是通过有机生产、加工方式、有机

系统工程过程生产出来的、通过有机认证机构认证的、健康安全

的、营养丰富的、质量可靠的产品。因此，有机产品生产投入的

种子、肥料都要符合国家有机标准，每一个生产过程的操作规程

都要标准化到位，生产过程的监督检查管控要高效把控，认证机

构和管理部门的监督审查和产品成分的检测检验都要合格，所

有以上过程都必须具有详尽的过程记录能够查询到，追溯起来

具有系统性，使人信得过。

同时，国家认监委对有机产品的追溯性做出了严格的要

求。建立了有机产品和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使用的追溯系统，要求

企业销售有机产品，必须由认证机构开具销售证，并建立了“一

品一码”的追溯体系，消费者通过查询产品的“有机码”就能了

解其全部信息。这样，对于确保有机产品的完整性，规范有机产

品的销售市场行为，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和可信度，具有全方位的

鉴别作用。

坚持公平、关爱原则，保持有机产品开发目的意义的完整性
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人与动物之间的公平、人与自然的公

平，是顺应生命、顺应自然规律、顺应社会发展的本质需求。

有机农业倡导建立开放、机会均等的生产、流通和贸易体

系，以符合社会公正和生态公正的方式管理自然和环境资源，在

所有层次上，对所有团体———农民、工人、加工者、销售商、贸易

商和消费者，公平地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是价格与利润的公平。公平价格体系对有机完整性来说

至关重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农民、工人、加工者、零售商

及消费者都必须要公平对待。生产成本之间的公平关系，即消费

者支付给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者获得的利润应该相互协调。

如果有机产品的价格比常规产品远远高出生产成本和实际

价值，那么有机生产的完整性也将缺失。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得不

到从事有机农业带来的应有回报，大部分的利润仍然被加工企业

或贸易商所掌控，同样会损害有机生产的完整性。农民是有机农

业的实践者，处于核心地位。要通过利益共享、相互关爱，使农民

具有有机农业开发主人翁的意识，他们才能在生产中严格执行标

准、辛勤耕作土地、精心管理作物，保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二是公平的消费环境。有机产品的命脉是广大消费者，是

基于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任以及对安全食品的追求，这些利

于人体健康的食品必须具有环境友好性和人文关怀的因素。而

这些因素都需要生产者公开、真诚、直接地面对消费者。

三是尊重地方文化与习俗。有机农业强调个性化、地方化

和本土化，要求在有机农业的原则和标准下，尊重当地的历史、

文化、习俗，保持地方农业的传统和技术，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

律。保护地方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保障无化学投入品、无转基

因品种和辐射污染的地区性结构安全，这是有机农业发展的指

导原则。

有机农业不仅仅是提供有机产品，在生产上是传统农耕技

术与现代技术的融合，在责任上是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在义

务上是传统文化的保护与自然的回归，维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四是关注动物福利。动物福利涉及动物保护、自然环境、人

文政治以及社会自身的发展等多个方面，有机农业重视生产中

的善待动物，不仅仅是爱心的体现，也与健康息息相关，体现公

平原则。

国家《有机产品》标准中针对畜禽生产中的饲养条件、疾病

防治、繁殖、运输和屠宰等均有明确规定，比如提供给畜禽足够

的活动空间，给予充足的睡眠时间；使所有的畜禽在适当的时间

能够到户外自由运动；不可使用抗生素或化学合成的兽药对畜

禽进行预防性治疗；运输和宰杀动物的操作应力求平和，合乎动

物福利原则；不应使用电棍及类似设备驱赶动物；不应在运输前

和运输过程中对动物使用化学合成的镇静剂等。

五是对人类、自然和社会的关爱。有机农业提供健康、安

全、营养、补充生命力的食物，在增强人类体质的同时也在滋养

人们的心灵，同时，有机农业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植物保

护产品、兽药和食品添加剂，有利于改善当地重大疾病的出现，

体现出对人的关爱。

从事有机农业，首要的是维护生存家园，呵护赖以生存的

土地，尊重在土地上生长繁衍的万物，唤醒人们正确认识天与地

的关系，通过跟土地接触来涵养人们自然的心灵，建立起人与大

自然之间的同胞关系，把人曾经对天与地的古老智慧带回自然

和人间，顺应自然之道，和谐共存。

有机农业通过向人们提供健康、优质的食物，弘扬传统文

化和人类文明，传播正能量；通过有机生活，树立人们乐观、向

上、相互关爱的精神风貌。 (未完待续)

实施有机旱作农业———

有机农业生产与有机产品认证
刘耀清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生活也

日益增强。旅游观光与日俱增。

前几天，朋友约我去壶关大峡谷一日游，

我欣然答应。坐了四个多小时的客车，终于驶

入大峡谷售票处。旅客以为景点到了，该下车

了。但导游让我们别动，她下车买票。客车继

续行驶，还需要近半个小时。峡道在两边高峻

的山谷中，蜿蜒曲折，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雄伟秀丽的山峰，白绿相间，遮天蔽日，互

相竞上。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钟爱着这

里的人，让人赞叹不已。在欣赏美景之余我

神游到壶关人过去的生活。在那物质匮乏的

年代，这里多见石头，少见人，山地贫瘠，只有

山上阶梯状的薄地，是如何养育他们的，他们

又是如何挺到富足的新时代。客车上的导游告

诉我们，壶关人坚强不屈的精神，用壶关话说

就是“塄”，才造就了今天的富足文明。

壶关人精神值得深思和借鉴。正在遐想

中，车已经进入八泉峡门前。首先乘坐观光

车，风驰电掣地载入峡江岸边，再坐游船，在

碧绿的江水，荡漾着清波的峡江中，游兴未

减，就到了岸的终点停泊。然后我们拾级而

上，一股悬泉瀑布，喷涌而下，汹涌澎湃，多么

壮观！我们努力向上爬走着，爬累了，终于坐

缆车的索道在眼前了，坐在缆车里，如同空中

楼阁，可容纳八个人。缆车一会儿滑向山峰，

一会儿滑入山崖，滑过重重峡谷，心情此起彼

伏，多么刺激，一直坐至峰顶。出了索道站，走

向下坡石阶路，台阶坡陡弯曲，腿都酸软了。

走走歇歇，到了玻璃栈道，走在钢化玻璃上，

心绷的更紧了，玻璃下的山水一览无余，如同

空中行走，挪挪停停，能让你心理更加强大。

最后，站在电梯室的空中之城中降入八泉峡

门内。

游览八泉峡，自始而终，只有一条道。沿

着峡道所见有八股泉水，有的淅淅沥沥，有的

汹涌湍急，故名为八泉峡，这也是大峡谷的主

体。综观大峡谷，给我的感受是自然、现代、健

身、刺激。

我作为沁县的一员，看到原生原态的家

乡，如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改变家乡的旅

游业，造福桑梓。让我冥思苦想，心潮澎湃。恳

请有识之士，献计献策，为明天家乡更美好，

共同奋进。

游壶关大峡谷感言
实验中学王丽萍

王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