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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黎国栋 美编杨淑萍

自今年7月以来，南海区委

组织部、区教育局秉持“美村庄、

强干部、育学童、富集体”的理

念，指导各镇街开展绿美研学经

济探索，统筹挖掘和梳理研学资

源，先后推出了一批研学点和研

学路线，取得良好的反响。例

如，桂城率先推出3条精品乡村

研学路线，西樵则成立村办文旅

公司承接研学项目。

为了进一步打通全区资源，

南海乡村研学启动大会在区级层

面由区委组织部、区教育局统筹

发布，实现研学资源互享，满足不

同需求，提供更多选择空间。

从现场发布的南海乡村研

学地图看，27个乡村研学点、26
条乡村研学路线覆盖七个镇

街。这些研学点和路线都是各

镇街精挑细选、用心打磨出来

的，内容主题各具特色，涵盖了

非遗传承、农耕实践、乡情文化

等，部分路线还融入了红色革

命、工业科技、劳动教育等元素，

能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

好学生的需求。例如，可以到丹

灶仙岗品古村风韵，到里水赤山

欣赏非遗民俗，到西樵岭西探访

飞鸿故里，到狮山显纲悟革命精

神，到桂城叠北体验龙舟漂移，

到九江水南打卡艺术乡建，到大

沥大镇感受都市桃源。

乡村研学的精彩画卷正在

南海徐徐展开。“我们诚挚邀请

每一位南海学子，积极参与乡村

研学活动，走近南海的文化地

标、风景名胜与美丽乡村。”启动

会上，区教育局副局长田树民向

全区中小学生发出乡村研学倡

议，期待广大学子在研学中开阔

视野、增长知识、提升能力，更加

深刻地理解和热爱家乡，成长为

南海的“代言人”。

在开展研学游的过程中，研

学导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为适应研学实践教育发展

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提升研学导

赏员专业能力和素养，一批来自

南海不同领域的“乡村能人”转

型为研学导师，对学生进行农业

知识科普和非遗技能培训指导。

由学校、家委，村（社区）导赏

员，文化协会、文旅集团、村办企

业等代表组成的南海首批乡村研

学“推介官”也在此次启动仪式亮

相。他们将结合各自工作，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将南海优质的乡

村研学产品更好地推向社会。

乡村研学游 育了学童 美了村庄
南海区乡村研学游启动，拟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与示范意义的乡村研学游品牌工程、精品工程

最好的课堂，在阅知
家乡的路上！

11月12日，由南海区
委组织部、区教育局主办，
丹灶镇协办，南海融媒承

办的“乡见·家南海”南海区乡村研学启动大会暨丹灶镇研学游
首发仪式在丹灶仙岗古村举行。此次活动不仅是对南海乡村的
深度探索，也是推进乡情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会上，南海发布乡村研学地图，这张地图涵盖全区七个镇街
的27个乡村研学点及26条精心设计的乡村研学路线，为学子
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南海乡村的窗口。

主办方向全区中小学生发出乡村研学倡议，诚邀每一位南
海学子积极参与乡村研学活动，走近南海的文化地标、风景名胜
和美丽乡村，成为南海的“代言人”。

发展乡村研学游，是一项“一举多得”的举措，不仅生动展示
了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成为深化乡情教育的有力载体，还通过
激活乡村经济活力，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实现“美了村庄、强了干
部、育了学童、富了集体”的多重目标。

作为“百万学子游南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海把乡村
研学游定位为全区研学市场的精品赛道。未来，南海将致力打
造具有广泛影响力与示范意义的乡村研学游品牌工程、精品工
程，使其成为南海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强调，

广大青年是南海的宝贵资源。

研学游不仅是落实区情乡情教

育的重要途径，更是引导青少年

热爱家乡、回馈社会的重要举

措。南海区区长王勇也指出，学

生应走出校门，深入家乡，传承

南海人的优秀品格，为南海的未

来贡献力量。

开展乡村研学游，是南海区

情乡情教育的又一创新举措。

乡村作为南海的文化遗产和生

态资源，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研学

活动，学子们得以深入乡村腹

地，亲眼见证南海的历史人文与

当下发展成果，重新认识和发现

这片土地。

“乡见·家南海”作为活动主

题，寓意深远。南海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韩峰谈到，所谓“乡

见”，就是通过乡村研学，把乡情

教育的课堂搬到南海乡村中去，

让学生在乡村中看见南海过去

的历史人文和当下的发展成果，

重新发现和认识南海。而“家南

海”则强调通过乡村研学深化区

情乡情教育，培养广大学子对南

海、对家乡的情感认同，树立起

对家乡的归属感、自豪感和未来

发展的信心，也让外来学子和新

市民群体深入了解南海，共享南

海发展成果，使南海成为他们的

第二家乡。

近年来，南海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落实“百千万工程”，大力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

绿化工作。叠北、儒溪、仙岗、大

镇等明星村、典型村脱颖而出，

成为乡村研学的理想之地。这

些村庄不仅环境优美，文化底蕴

深厚，还展示了南海的乡村振兴

成果。

乡村研学，恰似一把神奇的

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多

彩的世界。它让我们走出封闭

的课堂，走进广袤的乡村，亲身

感受最真实的生活与文化，尽情

领略大自然的魅力。截至目前，

南海今年已有超25万学生参加

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累计总

计认定三批区级研学实践基地

共62家。

南海融媒作为本地主流媒

体，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的号

召，肩负起推进“百万学子游南

海”青少年主题研学项目的重

任。他们携手相关部门，积极引

导南海学子走出校园，走进乡

村、走进工厂，探寻文化、感受乡

情，让学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

识、拓宽视野。

对于乡村而言，发展乡村研

学游，不仅有助于美化乡村环

境，提升乡村的整体风貌与吸引

力，还能够锻炼和增强乡村干部

的组织协调能力与服务意识，推

动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力

量。更重要的是，乡村研学游为

广大学童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

了解乡土文化、体验农村生活的

宝贵平台，既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增强孩子

们的爱国爱乡情怀。

因此，南海将乡村研学游作

为深化乡情教育、推动乡村振兴

的重要一环，通过精心规划与设

计，不断丰富研学内容，提升服

务质量，力求实现“美了村庄、强

了干部、育了学童、富了集体”的

多元化目标，为乡村的可持续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让南海这片

“宝藏之地”焕发出更加璀璨的

光芒。

南海作为研学经济的先行

者，其研学市场展现出巨大的发

展潜力。面对这一机遇，各村

（社区）应主动作为，积极承接乡

村研学资源，力求在乡情教育、

集体经济发展、干部培养与人居

环境管护等方面实现协同推进。

显然，这一目标的实现，离

不开村（社区）思路的转变与主

动求变的勇气。减少对地租经

济的依赖，探索公司化运营与

“分润模式”，采用“定量+变量”

策略发展集体经济，已成为村

（社区）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在南海的积极推动下，多个

村（社区）已迈出实质性步伐。我

们看到，此次启动会中，8个村

（社区）成立了村办文旅企业，致

力于推进乡村研学项目。其中，

桂城叠北、里水北沙等村（社区）

通过与镇属文旅公司或外部社

会资本的合作，实现了资源的有

效整合与互补，为乡村研学市场

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乡村研学经济的发

展并非一蹴而就。提升市场意

识，加强经营管理能力，将成为

干部们面临的新挑战。从行政

管理者转变为策划者、推销员、

导赏员，将乡村推向市场与社

会，将成为干部们的新使命。

这要求村（社区）干部需转换思

维，适应市场变化，成为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引领者。

村民群众作为乡村振兴的

主体力量，同样需凝聚共识。共

同维护村居环境与秩序，成为乡

村研学的志愿者与服务者，是村

民群众的责任与担当。盘活闲

置宅基地与民房，吸引更多人

来村创业发展，通过乡村研学

带动周边消费，为村民增收致

富开辟新渠道，是村民群众共

享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

发展乡村研学，最终要靠产

品质量说话。这要求各个单位

既要在软件上做文章，也要在硬

件上下功夫。各镇街、村（社区）

需不断打磨，提供优质的乡村研

学旅游产品，不断深挖南海乡村

特色文化与研学资源，精准设计

研学课程，提高内容的广度与深

度，注重趣味性与知识性的结

合。在硬件上，要不断完善基础

配套设施，提高接待容量与质

量，注重安全保障，确保研学活

动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

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

信，乡村研学游将成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通过“百万

学子游南海”活动，更多学子将

深入了解家乡的文化与历史，成

为南海文化的传承者与发扬者，

为南海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与

力量。

研学经济以其独特的魅力

与潜力，正在为南海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的新动力，成为乡村

振兴的新引擎。

为何倡议大力开展乡村研学游？

七镇街乡村研学点、研学路线亮相

研学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李年智柯凌娜 通讯员基石■学生在美稻里乡村生活体验基地“寻艾”。 （资料图片）

■学生坐船游览有为水道。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锦雄摄

■丹灶研学首发团超500名师生踏上乡村研学之旅。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锦雄 摄

■学生们登上炮楼，“打卡”有着800多年历史的璜溪古村。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李福云摄

2024年，南海紧跟国家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步伐，将

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列为“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南海通过

打造特色主题研学路线，创新“研学+乡村”“研学+科技”等形

式，让百万学子深入探索这片“宝藏之地”的多元魅力。

乡村绿化是组织部门牵头推进的“百千万工程”专项工作

之一。为充分展现绿美南海的成果转化，呈现农村新风貌，并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部分村（社区）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发

展乡村研学经济。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潮中，研学经济作为一股新兴

力量，正逐步成为农村集体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今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

加速乡村旅游集聚区建设，以构建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

产业体系为目标。这一政策导向不仅为研学经济发展提

供了政策支撑，更为乡村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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