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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厂区开设公益研学场所，是企业开
展研学的初级版本，那么敏锐觉察到了研学旅行
的市场空间，并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拓展“产业+”，
就是企业开展研学的进阶升级版。

诗画山水文化研学、改革创新社会研学、创
意物化创客研学……连日来，育才学生综合实践
基地负责人程文贤正忙着对接来自各地的学校
及研学团队，为他们“一对一”量身定制特色研学
课程。目前 7月份的研学日程已经排满，8月份
仅有少量空余。

记者在育才学生综合实践基地看到，基地内
设生命科学探索中心、生活实践体验中心、人文
艺术体验中心、科学数学创意中心、工程技术创
意中心和未来研究中心6大中心，共开设50多门
课程，包括米塑、纽扣、瓯陶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课
程，还有激光雕刻、编程机器人、无人驾驶AL模
拟等益智拓展课程。据介绍，基地每一个新奇好
玩的研学场景就像是育才产品场景化的样板间，
70%以上的装备都由育才自己研发并投产应用。

“育才学生综合实践基地是集团投资过亿元
的重大产业项目，是企业从装备制造向文化产业
进军的全新尝试，是育才集团‘从硬件为王，向内
容为王’的全面转型升级，更是育才新的核心竞
争力。”程文贤介绍，基地室内场馆面积近 20000

平方米，宿舍及餐厅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配备
30个实践活动教室、一次同时容纳700人就餐的
食堂及 600人住宿的学生宿舍。该基地先后获
得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等多项荣
誉。

如今，基地拓展了研学市场，为有需要的企
事业单位，开展育才课程资源包及研学设备整体
输出业务，并为省内外诸多场所打造定制化研学
基地。

电光科技同样看好研学旅行市场，联合多家
企业投资 3000余万元，在雁荡山景区打造了国
际研学基地，推出九大特色场馆课程，包括蓝夹
缬工坊、细纹刻纸工坊、黄杨木雕工坊等非遗课
程，以及乐音清扬馆、山海文化馆、财商教育馆、
人工智能馆等特色精品课程。

“暑期即将到来，我们基地为学生群体推出
了单日或多日的定制化研学课程。”电光科技研
学项目有关负责人郑永芳介绍，基地还在谋划带
学生们走出去，与省内外各个研学场所开展交流
合作，开拓研学市场更多新机遇。

浙江明春集团有限公司则打造了云岚牧场
主打农牧休闲度假区、乡村文化体验区、现代农
业示范区三大板块，各板块依据各自优势推出的

“小小农夫日，跟着秧苗下田去”“体验奶牛小帮
工，与奶牛亲密互动”“小小甜品师，修习牛奶魔
法学”“玩转大草原，跑进夏天里”等主题课程，成
为研学旅行的热门项目。

温州市教育局相关处室工作人员介绍，近年
来，温州市教育局和相关部门接连出台系列行之
有效的创新政策举措，逐步形成了政府统筹、学
校主导、社会协同、家校联动的良好态势，实现了
综合实践活动公益化、特色化、生态化、多元化发
展。

今年 3月，市教育局印发的《中小学研学实
践实施方案》明确，中小学校每学年组织安排每
生 1至 2次研学实践活动。“企业开设研学基地，
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课堂’选择，期待更多高质
量的企业研学基地涌现。”

企业当课堂
玩

本报记者 黄文盈

自动上料、配色、搅拌、
熔融成型，然后由机械手自
动取件，送到传送带……6
月20日上午，在育才控
股集团智能生产车间，一
众学生瞪大了好奇的眼
睛感叹：“原来椅子是这
么生产出来的！”

近年来，我市越来越
多像育才这样的企业打
开大门，让学生走进企
业、拓宽视野、增长知
识。与此同时，国家高度重
视“研学旅行”，将其纳入国
家教育发展战略和国家旅
游休闲发展纲要。这也促
使更多企业利用自身优势
开辟研学基地，拓展研学业
务，形成一股民企研学热，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双赢。

暑期临近，温州众多民
企研学基地又迎来客流高
峰。记者走访了多家独具
特色的研学基地，体验将课
堂搬进企业的魅力所在。

刚刚过去的“父亲节”，温州
市冠豪眼镜有限公司劳动实践基
地迎来了瓯海潘桥二小的30余名
学生和家长，参与主题研学实践
活动。现场，孩子和家长们共同
组装一副老花镜，享受亲子互动
时刻。

说到打造研学基地的初衷，
冠豪眼镜董事长郑志远说，前些
年，企业一直通过户外大屏等渠
道来宣传企业品牌，但收效甚
微。为了推动眼健康科普，企业
于 2018年开始尝试开展研学活
动，没想到一经推出，就受到学生
群体的喜欢，还有新闻媒体的广
泛报道。“我明显感觉到，消费者
对产品的认可度更高了。”

尝到公益研学的甜头后，冠
豪加大投入对基地进行升级改
造，并积极响应温州建设儿童友
好城市的号角，对研学基地开展
适儿化场景布置。截至目前，参
与研学人数超万人。企业还成为
温州第一批儿童友好企业创建试
点单位、浙江省中小学质量教育
社会实践基地。

在位于红蜻蜓厂区的中国鞋
文化博物馆内，一条古老鞋款到
现代制鞋的嬗变轨迹呈现于眼
前。红蜻蜓文化传播部负责人王
隽华介绍，该馆由企业在 2005年
独资建立，历经三次扩建，如今展

厅面积达 5000 多平方米，藏有
1500多件古今鞋履展品。“董事长
钱金波热衷中国鞋文化的宣传推
广，他认为将鞋文化融入企业基
因，为中国鞋都寻找文化载体，有
利于企业引领行业风向，驱动产
业创新。”王隽华说，研学活动不
仅给孩子们带来入脑入心的体
验，还帮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
升品牌效应，值得一直坚持下去。

今年，随着疫情政策的放开，
温州研学旅游逐渐复苏。面对省
内外学校、团队纷至沓来的研学预
约，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加
急对开放工厂和原有研学场所进
行改善提升，并对工作人员进行培
训，以全新面貌迎接孩子们。

3月份以来，康奈集团推出互
动体验馆参观—定制馆智能量脚
—数字化车间参观—皮鞋工艺体
验系列研学活动，周均接待研学
团队 2-3场。记者来到康奈研学
基地当天，恰逢来自新疆的研学
团队在现场开展主题活动。大家
近距离观察智能脚型测量仪，了
解到30秒就能生成与脚型相关的
52项数据时，纷纷惊叹：“温州制
鞋技艺太优秀了！”

在康奈集团企业文化部经理
王直看来，公益研学活动是企业
展现品牌形象的一个窗口，为企
业带来广告效益是无形的。

“从家庭小作坊成长为年产值5亿元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我们的终极梦想是打造一个

‘未来教室’，改变传统教育方式，创成百年企
业……”日前，在温州育才学生综合实践基地，育
才控股集团董事长苏尚州正向学生们讲述自己
的创业故事。

育才控股集团推出的“小眼睛看温商”课程，
课程内容涉及章华妹、王碎奶、叶文贵等温商们
的创业故事意在向孩子们传递“走遍千山万水、
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

“四千”精神。
红蜻蜓的中国鞋文化博物馆专门设立品牌

文化馆讲述红蜻蜓创始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
板，一步步将企业做大做强的故事。

浙江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领
先的防爆电气全面解决方案服务商，企业设立专
门的研学教室与物理实验空间。尽管创始人石
碎标已是80多岁，并已将企业交给新生代掌管，
但他还是经常来企业为研学的孩子们亲自教授

“温商精神”主题课程。“世界无难事,就怕有心
人。希望我的创业故事，能给年轻一代以激励。”
石碎标说。

记者走访发现，许多企业的研学基地都不约

而同地推出了温商创业故事课程，让青少年更加
深刻感受到温商创业的艰辛和不易。

“借力企业资源，学生们有了更加广阔的学
习平台，从中了解温商创业故事，感受温州创新
发展，更明白肩负的期望和使命。”温州市蒲州育
英学校副校长虞晓敏说，学校与多家企业研学基
地开展了研学合作，包括康奈集团、冠豪眼镜、鹿
城农商银行等。

瓯海区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鲁约认为，以研
学的方式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走进我市民营企
业，沉浸式学习“温商精神”，感受企业家勇于担
当、乐于奉献、反哺社会的精神，让孩子自发地规
划自己的未来，意义深远。

在浙江省基础教育地方课程《话说温州》教
材中，五年级和六年级的课程都添加了温州民营
企业和温商行天下的专题内容。在教材编写过
程中，温商精神一直是作为课程主要理念之一，
引导教育工作者展开教学工作。

温州市青少年研学旅行协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温企纷纷开设的温商精神传承系列研学课
程，让孩子有机会和教材里的人物面对面，对于
孩子们的价值观形成、职业规划教育大有裨益。

展示产品输出形象
温州民企纷纷开设研学基地

浸润传承温商精神
企业老总给孩子们讲创业故事

做精做专提升品质
企业研学走上市场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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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学中感悟“四千”精神
杨平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研学之路
提高孩子的综合素养，是发展研学的重要意
义所在。2014年开始，我国将研学旅行纳入
中小学生日常教育范畴，目的是依托旅游吸
引物等社会资源，通过体验式教育和研究性
学习，以提升学生素质。随着人们对研学旅
行的认知不断深化，研学旅行的参与者已经
从狭义的中小学生扩展到全年龄段社会群
体，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研学旅行
社会溢出效应也在不断发散。

近年来，温州众多知名企业依托自身产
业、产品和技术特色优势，纷纷创立研学旅
行教育基地，为温州又增添了一张产业研学
旅行金名片。笔者认为，温州创新性地将本
土特色产业资源，作为研学旅行的重要载体
和课程知识，更加丰富了研学旅行的社会价
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可以增强青年一代的温州文化
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自信，是温州城市发展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温州过去有纽扣、拉链、打火
机，是‘商业之都’，现在则在往‘科创之城’
的方向发展，新能源、生命健康、智能制造、
数字经济等新产业蓬勃兴起，并不断赋能传
统产业升级。依托温州新兴产业、智能制造
企业的研学旅行，不仅可以让青少年在现实
场景中体验式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和技术，更
可以传递产业发展信息，让更多的社会群体
感受温州产业发展的魅力，提升本土自豪感
和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可以传承“四千”精神，为温
州发展提供不竭精神动力。“走遍千山万水、
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
苦”是一代代温州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
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品质，是温商精神最好
的概括。在“四千精神”的支撑与引领下，温
州、浙江乃至长三角的众多创业者、企业家
从小生意做起，凭着对市场的灵敏嗅觉，敏
锐发现商机、善于把握时机、主动捕捉契机，
将“小作坊”变成“大企业”。传承与发展“四
千”精神对于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温州人
的精神世界建设以及温州人精神的自我升
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四千”精神的传承
与弘扬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直观现实和具
有冲击力的物质载体搭桥铺路。显然具有
温州特色的产业研学旅行模式，与温州“四
千”精神的传承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如红蜻
蜓的中国鞋文化博物馆专门设立品牌文化
馆讲述红蜻蜓创始人们白天做老板、晚上睡
地板，一步步将企业做大做强的故事。

可以看出，温州的创新实践丰富和发展
研学旅行的内涵，它在根植人才培养和素质
提升的核心目标基础上，赋予了温州精神文
化传承和增添本土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

作者为温州商学院教授、温州市两个健
康研究院执行院长

【专家热评】

出新高度研学

育才学生综合实践基地举行素质拓展活动。

学生在红蜻蜓鞋文化博物馆内参观。

电光科技打造的雁荡山国际研
学基地里，学生们正在学习铁皮石
斛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