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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与乡村振兴建设研究
   ——以韶关坪石镇、大村为例

华明春　叶　丽　陈仲森　冯谨燊　导师：刘崇民

（韶关学院，广东韶关 512000）

摘要：随着国家对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关注及重视，省政府积极配合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华南教育

历史研学基地与乡村振兴携手合作发展。本论文以坪石、大村为例，阐述华南教育历史背景、发展现状和提出部分问题及策略，针对如

何推进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和乡村振兴建设的双向发展展开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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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教育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近几年来，国

家陆续出台有关发展经济和教育的政策，其中“促进乡村振兴”

与“发展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备受关注。“乡村振兴”计划正好

为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和物质保障，得到

了充足保障的基地开始迅速建设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前

往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进行调查研学，这也促进了华南地区的

人员交往和流动，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不失为“华南教育历

史研学基地建设”对“乡村振兴”的良好反馈。这不仅对华南地

区发展有巨大的优势作用，对我国目前部分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

也有极好的借鉴作用。

一、背景研究

（一）追寻华南教育历史，传承华南教育烽火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日军侵略者对我国高校教育资源的

毁坏和对教育人才的迫害，我国东部、北部地区的高校不断从原

校址内迁至内陆地区，由此成立了特殊时期的高校——西南联合

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在那个战火纷飞、全中国人民饱受战乱的

年代，同样受到战火侵扰的华南地区高校也在持续地进行着一场

为保护教育资源、延续华南教育教学精神而展开的高校内迁活动。

以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纷纷内迁至粤

北地区，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并成为了如今中山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等大学的根脉和传承所在。

为追寻华南教育历史，传承华南教育烽火精神，2019 年，韶

关市委、市政府在广东省政府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先后启动了乐

昌市坪石镇和浈江区犁市镇大村两地的研学基地建设工作，深入

挖掘抗战时期华南地区内迁至韶关高等院校的相关史料，考证并

修复办学旧址的遗址遗迹。研学基地建设相关的联动帮助了坪石

和大村两地加大人才开发、完善当地村民人才市场建设，和政府

对于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措施相呼应。

（二）乡村振兴，因地制宜

2016 年以来，坪石、大村两地按照中省韶市委市政府关于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始终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中心工

作，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地政府积极助力复工复产，

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可观的营收，为群众带来了精神与物质上的双

重慰问。在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两地的经济也呈现

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目前，大村的地方基础设 施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村委会大

楼及村民活动场所已基本完成修建，大村站也已全面装修，环境

得到进一步美化；大村的各种舞台、书社等已基本完成规划。确

保卫生和清洁工作，大村旧桥周围场地的清洁工作已经完成；岭

南大学的学校道路和跑道也已基本清理。华南教育历史研究基地

的建设逐步改变了大村的面貌。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大村的经济也呈现出繁荣景象。该村贫困人口的收入、生产和生

活水平已经明显提高。高于扶贫部门设定的扶贫标准。自 2016 年

以来，坪石镇根据乐昌市委、中央省委、市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扶

贫工作的决定和部署，始终把扶贫工作作为工作重点，取得了扎

实的进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截止目前，坪石镇贫困户已实现脱

贫致富 100％，贫困村已实现脱贫致富 100％。

（三）协助打造研学基地，推动脱贫致富

随着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建设（大村）工作的深入，当

地政府为此贫困村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以文带旅”，

此发展模式自提出以后，华南研学基地建设发展收到了很大的反

响，该村的贫困户收入逐渐可观，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使

大村的面貌逐渐新了起来，在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的中，大村

的经济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韶关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坪石）

也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老街和广同会馆得以修复、定有图书馆及

抗战时期高校的教学遗址得以发展和重建。得益于当地研学基地

的发展建设，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挖掘，当地的交通日渐发达，经

济发展也得到一个相对较为快速的状态，坪石镇贫困户的脱贫工

作成效和历史研学基地建设带来的红利是分不开的。

在国家关于“乡村振兴”政策的推动下，大村和坪石两地政

府积极配合工作，提出相关措施推动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发

展，这对两地甩掉贫困村的“帽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发展现状研究

（一）乡村振兴发展现状

坪石镇和大村都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当地政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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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实际情况相继实施了一些适合本地区各方面发展的措施。

首先是坪石镇，该镇为实现农村经济“富”起来的战略目标，

金鸡岭等旅游景点和坪石火车站及京港澳高速等类型多样、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络，为坪石镇发展旅游业提供了便利。华南教育历

史研学基地（坪石）建成以后，坪石镇的社会影响力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提升，2020 年国庆黄金周，坪石镇的总体旅游产业营业额

首创新高。

而大村活化利用抗战时期华南内迁高校办学遗迹，进一步推

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通过加强与各高校的合作，将犁市周

边的岭南大学旧址、东吴大学旧址、茶花森林公园、犁市当铺等

景点串联成研学精品路线，由高校团队入驻，研讨开发研学课程

内容，完善以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大村）为中心的研学精品

线路，引入当地和外地高校前来开展研学教育活动，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当地还结合碧道建设、南粤古驿道、乡村振兴等工作、

带动乡村文化、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研学教育等多产业发展，

将其打造一个集“文、旅、农、教、研、产”多面一体的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三、问题与策略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大村、坪石两地）的建设进一步的

得到发展的关键就是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也是可以由华南教育

历史研学基地带动，做到相辅相成，携手共进，共同发展。那么

如何才能做到能够使两者双向发展呢？针对以上研究，我们提出

以下问题及建议。针对以上研究，我们提出以下问题和相关建议。

（一）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当地特色产品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有待提高，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力度仍不足，生活环境混乱和生活设施不足，街道、城

区周围较脏乱，还存在乱摆乱卖的摊贩，政府仍需深入开展净化、

美化工作，可出台相关政策，将空闲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建设“绿

化公园”“文化公园”等可以彰显地方特色的建筑。目前坪石、

大村两地虽建有农贸市场和省际商贸市场，但市场环境仍待改善，

对外欠缺与其他发达地区各方面的联系。

（二）推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坪石镇和大村两地的农业现代化发

展速度慢，现代化发展手段和科技产品覆盖率低，第三产业人才

紧缺。要想紧抓时代的脉搏、实现两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合理

利用科学技术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需要充分发挥乡贤作用，

培养和引进该方面人才。

据了解，从 2016 年 4 月开始，东莞市清溪镇扶贫办对坪石镇

10 个相对贫困村进行了对口帮扶。直至 2020 年 4 月，坪石镇的

相对贫困村脱贫效果显著，脱贫率达到 100%。依据此政策所达到

的效果，我们建议坪石镇继续依托东莞市清溪镇扶贫办对坪石镇

的扶贫红利，充分利用该部分红利以加大对现代农业科技的投入，

向坪石镇引进现代化农业设备和技术以及相应农业科技人才，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最后实现农业增产增收。

大村、坪石两地也可以学习利用微商进行农产品的销售，通

过优质的微信朋友圈内容可以打造独特的农产品品牌，获得更多

客户的信任和认可。另外，两地也可以在合适的直播平台销售农

产品，通过引流，提高两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不仅能促进当

地旅游业的发展，还能反促第一、第二产业发展。

（三）加大宣传力度

当地宣传力度不到位，受众面小。通过询问研学基地遗址附

近的村民，我们了解到，他们对研学基地的建筑毫无了解。为扩

大研学基地的社会影响力，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有效

的宣传。

一是“线下”宣传。加强户外宣传：制作研学基地的户外广

告牌并放置于交通主干道。组织有关政府各部门利用其可用的阵

地开展宣传。利用闲暇时间积极开展提高研学基地影响力的志愿

活动。二是“线上”宣传。利用微信公众号、各类短视频平台等

互联网阵地向群众宣传研学基地；联合高校专业学者，举办相关

的作品征集大赛，组织市新闻中心、广播电视台办好研学基地相

关的专题专栏。

通过“线上”“线下”合力宣传，研学基地的社会影响力将

得到扩大。

四、结语

综上，乡村振兴建设与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建设是需要携

手共进的，无论是坪石、大村两地还是其他地区，都要在贯彻好“乡

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促进当地华南教

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可视性发展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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