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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4届博士毕业生农村调查活动的 

调研报告 

一、调研概况 

（一）调研目的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学生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

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而发奋学习、不懈奋斗，中国政法大学决定自

2014 年起在博士毕业生中开展主题为“中国国情调查”的系列调查活动。通过

此项活动的开展，使 2014 届博士毕业生实地了解、亲身感受基层的实际生产、

生活情况，加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对我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切实增强博士研究

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者和

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人才。 

为响应中国政法大学的号召，我调研小组结合自身专业方向，决定深入到基

层对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及学校环保教育情况进行调研。 

之所以选择以该主题进行调研，主要原因是 2014年 4月 24日新修订的《环

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

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第六条第四款），该法还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

当将环境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第九条第二

款）。 

（二）参与人员组成 

李兴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罗清，人权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李薇，民商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刘勇，民商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三）调研对象 

为实现调研目的，我调研小组选择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环湖民族

寄宿制小学的两个班级为调研对象。 

（四）调研方法 

我调研小组采用了问卷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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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实现我调查小组的调研目的，调研小组设定了一份调查问卷。该调

查问卷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学生本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二是关于

学校环境保护教育情况。该调查问卷具体包括 20个问题： 

（1）你知道什么叫环境吗？ 

（2）我们周围的环境有问题吗？有哪些问题？ 

（3）知道什么叫污染吗？你见过那些污染？ 

（4）污染与我们有关吗？对你有哪些危害？ 

（5）我们要保护环境吗？ 

（6）我们要怎么保护环境呢？需要哪些人的努力？ 

（7）知道世界环境日吗，哪天？ 

（8）知道哪些是对环境不好的行为？ 

（9）你做过哪些对环境不好的行为？ 

（10）你要是看到有人做对环境不好的行为应该怎么办？ 

（11）你知道环保投诉热线是多少吗？ 

（12）你捡到垃圾会把它们丢进垃圾桶吗？ 

（13）你知道垃圾要分类吗？为什么？ 

（14）你觉得开车污染环境吗？ 

（15）你最理想的环境是什么样？ 

（16）哪些课与环境有关？ 

（17）有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课程？ 

（18）有的话，一周上几次，老师有没有要我们保护环境？ 

（19）你还通过哪些途径了解要保护环境？ 

（20）你家人告诉过你要保护环境吗？ 

二、调研过程 

（一）调研行程 

2014 年 6 月 7 日，我调研小组一行 4 人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当天上午到

达西宁。中国政法大学 2013 级 MBA 沈国云女士接待了我们，并热情地帮助我们

安排酒店和车辆。稍事休息后，我们即刻踏上了去藏南自治州共和县的路程。在

路上，我们不时让司机师傅停下车辆，对沿途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并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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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我们经过贵德，了解了黄河的水质及沿岸生态环境情况。在贵德停留一晚

后，我们赶紧继续赶赴共和县，并于第二天中午时分到达环湖民族寄宿制小学。

因当天是周末，要等到 6月 9日才能正式开始调研。利用 6月 8日下午的空闲时

间，我们对恰卜恰镇周围草场生态环境进行了实地调研。2014 年 6 月 9 日，环

湖民族寄宿制小学的杨校长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并安排办公室主任肉旦才让带我

们先去了牧民阿热家里家访。事毕，我们回到学校，选择了两个班级进行试卷调

查。2014 年 6 月 10 日，我调研小组一行回到西宁，至 6 月 13 日全部安全返回

北京。 

（二）环湖民族寄宿制小学概况 

共和县环湖民族寄宿制小学始建于 1987年，原址在江西沟，1988年迁往现

址，并于江西沟乡下社村小学合并。该小学在建立之初是九年一贯制学校。2009

年，根据藏南自治州委、州政府“整合优化学校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相

关文件精神，初中部撤并到共和县民族中学，并将周边江西沟乡、黑马河乡、石

乃亥乡的四、五、六年级合并至该校，并更名为环湖民族寄宿制小学，肩负着环

湖地区适龄儿童完成义务教育的重任。 

该小学占地面积 101131 平方米，校舍总建筑面积为 12137 平方米，目前还

有多起教学设施正在建设之中。学校共设有 16个教学班，在校生 790人。其中，

学前班 24人，一年级 54人，二年级 63人，三年级 62人，四年级 121人，五年

级 206 人，六年级 255 人。该小学现有在岗教师 54 人，其中特岗教师 7 名，青

海师大顶岗支教实习生 4名，幼教 3名。目前，学校拥有远程教育地面卫星接收

站一座，拥有校园闭路电视设备及光盘播放点、微机室、语音室、多媒体室、美

术室、音乐室、少先队活动室、党员活动室和藏书 18700余册的图书馆等。 

该学校实行完全寄宿制，学生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学校配有专门的食堂、

宿舍，膳食菜谱多样，但宿舍略显拥挤。 

（三）牧民阿热家庭情况 

牧民阿热是典型的藏民家庭，以放牧为业。目前，阿热有 1500 亩草场，主

要放牧羊、牦牛和马。国家对该 1500亩草场进行了确权，阿热有 50年使用权，

并且国家每年每亩给阿热补贴 7元。阿热全家 7口人，围坐在炕上，热情地招呼

我们喝酥油茶，拿出特产招待我们，气氛其乐融融。唯一让阿热担忧的是，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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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很少，草场地长势不旺，会影响牲畜的生长，他在盼望着雨季的早日到来。 

三、调研结果 

（一）生态环境状况 

从本次调研的情况看，青海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形势： 

1、水土流失加剧，侵蚀程度日趋严重。青海省受风、水、冻融侵蚀严重，

黄河流域是全省受侵蚀最严重的地区。青海的黄河自贵德往上的河水还是非常清

澈的，朱镕基总理曾题字“天下黄河贵德清”。但在贵德往下，因干旱少雨，草

原沙化严重，致使青海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侵蚀程度日趋严重。这严重破坏

了土地资源，使土壤肥力急剧下降，沟壑纵横，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频频发生，大量泥沙的淤积导致地表坎坷不平，影响水利设置正常发挥作用，造

成生态环境严重失调。 

2、草场退化，土地沙化日趋严峻。青海省沙漠化地区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

地、共和盆地、环青海湖地区和黄河源头区。据相关研究资料推测，全省沙漠化

面积在 2030年将扩大到 15.5万平方千米，全省将有 1/5的土地面积被沙漠覆盖。

沙漠化的加剧，使省内一些地区生态趋于恶化，出现了沙进人退的局面。沙漠在

风力驱动下，吞噬了大片草原、农田、水面、道路甚至村庄，沙区群众深受其害。

以共和县为例，尽管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实施沙漠固化，植树造林，但相对整个土

地沙化的速度，力度显然不够。 

以共和县为例，青海之所以面临严峻的环境形势，主要是因为：（1）气候变

暖。随着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加，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变暖使得地面温度升高，

破化了原有的气温平衡。（2）青海特况。青海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达到 3000

米以上，极易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再加上本来的生态脆弱，随着人类开发强度

的增加，使得局地地区生态退化严重。（3）人类对草原疏于保护，过度放牧，滥

垦滥伐，破化了当地生态。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地区将草场地土地翻起，

正准备种植青稞。共和县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如果不顾当时情况，滥垦草原，

最终必将使得生态进一步受到破化。另外，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使用，又会严

重污染土壤，破化当地生物的多样性。 

（二）问卷调查结果 

根据对返回问卷的统计，我们得到 94份答卷，结果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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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环保意识方面 

学生的环保意识较强。89%的学生知道什么是环境，也知道他们周围的环境

存在问题。71%的学生能够理解什么是污染，73%的学生知道污染与他们紧密相关。

88%的学生能够明确知道需要保护环境，81%的学生知道并能明确说出世界环境日

是哪天（这让我们很惊讶），87%的学生知道环保投诉热线。另外，大部分学生能

够知道并能列举出哪些是对环境不好的行为，并能正确认识自己做过的对环境不

利的行为，还列举出了自己心目中最美的环境。 

当然，也有 10%的学生不了解什么是环境和污染，对周围环境受到的污染不

能正确的分辨。甚至有的学生认为污染与自己无关，不清楚污染对他们的危害。 

2、学校环保教育方面 

目前，学校没有为学生专门开设环境保护方面的课程，学校的自然、语文、

美术等课程都会涉及环境保护的内容。学生了解环境保护的事宜多是从电视和宣

传标语途径，家里人大多会告诉他们要保护环境。据学校老师介绍，学校校长和

教务主任会在定期举办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倡导保护环境。 

（三）建议 

经过我调查小组的调研，我调研小组提出如下建议：（1）从全国甚至全球的

角度认识生态环境，树立生态整体观念；（2）重视媒体在环境保护宣传中的作用，

在宣传内容中应让大众知道环境保护与其息息相关；（3）对生态脆弱地区应严格

执法，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4）重视通过教育逐步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尤其是重视中小学环保教育；（5）完善学校的环境环保教育有关课程，适当增加

环境保护内容在教材中的比例，将环保教育内化为学生的理念。 

再次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给本调研小组提供的深入基层的机会，感谢共和县教

育局和环湖民族寄宿制小学有关人员提供的便利！ 

 

 

 

 

                              报告人：李兴锋   罗清    李薇  刘勇 

                                          2014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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