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把火”与“七色花”

我是从四明山走出来的。
过去家里很穷，但父母信奉“穷

家不穷路，来者就是客”，家中常有
一些过路的来客歇脚，有行医的，有
做小买卖的，甚至还有讨饭的……父
亲虽然识字不多，在村里说话却很有
分量，他们的品德对我影响很深。

1971年，我25岁，开始在当地
的“社办企业”——云洲乡竹编工艺
品厂上班，那时不仅做工人，还兼做
设计员、业务员。

我虽是一个农民，但喜欢学，什
么方面我都学着做，后来做到了厂
长。

当时很多企业制作不讲究品质，
都在以“低质低价”策略进行市场竞
争，我则坚持用品质取胜，不断改进
工艺。

记得有一批工艺竹编出口，外商
反复挑剔说合格率不高，我心一横就
当着外商和加工单位的面，把价值10
万的产品烧了。说实话，这一烧几乎
是我们厂的全部身家。但这把火也让
外商吃了定心丸，因此换来了500万
的新订单。

从此，竹编厂的生意越来越好，
渐渐走上正轨，还出口到了东南亚和
欧美国家，在国际市场打响了知名
度。

第二年，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邀我
赴澳大利亚考察，我因此成为宁波市
第一批出国考察的农民企业家，这在
当时鄞县的乡镇企业界，是一件无上
光荣的事情。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
州大地。我感到抱着一根竹子，做不
出大文章，开始思考转型。当时从报
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中国留学生动
手能力和创造能力不如美国学生，必
须从中小学抓起，加强劳技教育。”

何不制作竹制教具？既可以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还可以
赚钱。说干就干，1981年，一家专门
生产教具、学具的文教科技器材厂

“七色花”就这样诞生了，这是全国
第一家专门生产与教材配套的中小学
生制作材料的工厂。

1989年，我决定把产品的研发、
销售整体迁移宁波市区。这一搬，各
地供求信息和订货客户纷至沓来。

1992年，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
宁波劳动技能教育器材研究所成立
了，这是全国第一家中小学教材配套
学具的研究机构，我担任所长，没有
花国家一分钱，从全国各地聘请了80
多位专业人员，共同研究教材、研制
学具。研究所，也逐渐成为华茂的智
力资源中心。

我的教育梦想

教育不能仅仅是个产品，它需要自己的舞
台——我想办个学校。

可是，教育事业投入大、收益慢，这一想
法又遭到很多人反对，毕竟企业追求的是利
润，在那个时候，投资房产、购买理财，哪个
不比办学校来钱快？

有梦想就要行动，这一次，我也是。
1998年，5亿元自有资金、500亩占地、20多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成立了。
经常有人问我：“投资办这么大一个学

校，你想过多久才能收回成本吗？”
我的回答是：“能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

才，就是最大的回报。”
在办学上，我坚持因人施教。在华茂，分

数不是第一位的，更不是唯一的录取和评价标
准。我要求老师们去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
培养他们的特长。

之前有一名学生，因为分数不够被其他名
校拒之门外，但她有着很好的艺术天赋，我们
录取了她，并重点培养。几年后，这名学生在
艺术领域崭露头角。

我办学校，只是想为全国的素质教育提供一
个试验的土壤，并不想靠办学给自己挣回一分
钱。有了这个单纯的目的，学校不可能办不成功。

当然，学校光靠学费收入是无法维持的，
当时也有不少风光一时的民办学校，因为资金
紧张不得不关门。因此，我决定以实业做支
撑，端正动机，要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

学校办起来了，我的教育梦想并没有停歇。
我发现国内有众多的全国性博物馆，唯独

缺少教育博物馆，这又让我转辗反侧好几天。
当时，华茂在东钱湖西侧有一个临湖地块，有
人建议我用来开发房地产。但是我不想糟蹋这
块地，我要在东钱湖建立一个国际性教育论
坛，以促进国内外教育文化交流。

如今，总占地面积为276亩、投资20亿元的
东钱湖教育论坛已经完成了一期的会议中心与配套
酒店建设。由世界级建筑设计大师担纲设计的国际
艺术教育博物馆也将在201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从教育装备到办学校，再到办教育论坛，
我希望华茂本着教育初心，探索实践素质教
育，并把它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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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积弱积
贫的特殊年代，徐万
茂深知，唯有文化科
学知识才能改变贫穷
落后的命运。

在 上 个 世 纪
末，投身于教育事
业的民营企业家屈
指可数，不仅因为
投入大，而且收益
慢，但徐万茂是个

“ 咬 定 青 山 不 放
松”的人，他认准
教育是个利国利民
的大民生行业，有
很大发展空间。

也正是他的这
份执拗，让华茂从
一个四明山区的小
竹编厂，蜕变为今
天立足教育，拥有
教具、学校、国际
贸易、金融等多种
业态的综合性产业
集团。

1978-2018

徐万茂：
愿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记者 王婧 实习生 朱晨冉 通讯员 王行松 杨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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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徐万茂
华茂集团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