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1 年 ， 也 就 是 50 年 前 ，
华茂从做工艺竹编起家。华茂创
始团队只是一批从山沟沟出来闯
世界的山民，凭什么把生意做下
去？靠的就是“诚信”祖训。

当时，云洲乡竹编工艺品厂
总厂生产了一批当时价值 10 万
元的工艺竹编产品——小苹果，
外商来厂验货时提出部分产品质
量有问题。徐万茂调查后了解
到，原来是工厂的员工、各地的
加工户没有按照标准生产，果篮
的盖子和篮体合不上。考虑到产
品上贴的小小标签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制造”，国家信誉是至高

无上的；而且，“人无信不立，
业无信不兴”，为了表达对客户
的诚信，徐万茂当机立断，当着
外商的面，一把火烧掉了这批不
合 格 产 品 。 1978 年 的 10 万 元 ，
对于这样一家自负盈亏的小厂来
说，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但是为
了堂堂正正的商业信誉，徐万茂
豁出去了。

这把火烧出的“诚信”，让
工厂的员工、各地的加工户都咬
紧牙关抓起产品的质量来了，也
烧出了工厂的金字招牌。没过多
久，工厂就接到了 500 万元的新
订单。

竹编工艺“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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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风华正茂斥方遒

华茂的定位是做教育和实业。

做有规模的教育装备生产基地，做有特色、高

质量的民办学校，做有影响力的教育论坛。

这是华茂集团在责任和使命驱动下催生出的

“三三一”战略愿景，也是走过半个世纪的华茂奏响

的三篇华章。从 1971 年到 2021 年，50 年大浪淘

沙，风雨兼程，能够持续成长到现在的企业凤毛麟

角，华茂书写了一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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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华茂创办了鄞县（今宁波
市鄞州区，2002 年撤县设区）云洲乡文
教科技器材厂，开始投身教学具产业，
还注册了中国第一个教学具产品的“七
色花”商标。从工艺品生产转向教学具，
这是华茂的第一次重要转型。

转型做教学具，主要基于两个原
因：一是当时教学具在中国还是空白，
市场潜力巨大；二是做教学具对中国的
教育事业有益，可以提高中国学生的动
手能力和创造能力，能产生良好的社会
效益。徐万茂坚信，只有产品具有社会
效益，具有千秋传承的意义，才可能长
期做下去。

但由于当时劳动技能教学还一直
被忽视，且受到当时教育政策的限制，
亏损与质疑声伴随着文教科技器材厂
走过了 8 年。直到 1989 年，徐万茂顶住
各种内部风波和压力，把企业从山区迁
移到望春，并六上北京，求得中国教育
最高管理层的理解。凭着对教育的一片
痴情，这群山民终于得到了领导的关心
与支持。教育部史无前例地为华茂组织
了将教学具作为教材辅助手段的审定

流程工作，最终使华茂成为中国课堂上
手脑并进的素质教育的创始者，华茂也
由此结束了长达 8 年的亏损。

1991 年 9 月，华茂出品的小学自然
制作材料（教学具）通过了国家教委中
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产品通过教
材进入了中国的教育系统，华茂还成立
了全国首家劳动技能教育器材研究所。
此后，七色花教学具因为出色的功能
性、创新性，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儿童智能开发金奖，填补了国家素质教
育缺动手学具的空白，开了中国从应试
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过程中所需的教
学具产品之先河,当时中国 70%以上的
学校使用的都是七色花产品，华茂年产
值近 10 亿元。这段时期，华茂在教学具
产业生产方面积累了数千种产品。有人
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生产不了
的。

也正是这一次转型，让华茂真正开
始与教育结缘，意识到“教育产业是一
个可以深度开发、前景广阔的市场”，并
为后来的“教育产业园”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教育实业“立家”

◀ 1971
年，华茂始于
竹 编 手 工 艺
品。

▼1998年
8 月 ，宁 波 华
茂外国语学校
奠基。

2021年10月，首届华茂美堉奖颁奖典礼举行，徐万茂为全山石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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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华茂所经历的
这 半 个 世 纪 ， 可 以 分 三 个 阶
段：第一阶段就是刚刚讲过的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靠工艺竹编
的“起家阶段”；第二阶段是 20
世 纪 80 年 代 末 至 21 世 纪 初 的

“教育实业立家阶段”；第三阶
段是 21 世纪初至今的“教育事
业持家阶段”。

起家难，立家难，持家更
难。在过去的多年里，有两个问
题一直刺激着徐万茂的神经。

第一个问题是教育如何真正
有效地融入各行各业当中去呢？

在深入教育的过程中，徐万
茂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教育不
是孤立的，教育对于各行各业来
说都是重要的，教育必须融入到
各行各业中去。

第二个问题是，随着华茂产
业板块越来越多元化，这些看似
毫不相关的产业应该秉持怎样的
共同法则呢？

最终，2021 年徐万茂结合
过去多年来华茂在“三三一”战
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提
出了主题为“企业跟着教育走”
的“三个三”规划，这就徐万茂
为“两大问题”找到的解决方
案。

首先来看“企业跟着教育
走”：“企业”指的是华茂旗下所
有的实业企业；“跟着教育走”
的意思是——用华茂做教育的基
本法则去做其他实业型企业。华
茂教育的基本法则可以被简单概
括为：教育是使命，艺术是核
心，美育是信仰。

具体来说：“教育”的核心
内 涵 是 培 养 人 才 和 长 期 责 任 ；

“艺术”的核心内涵是精品化和
特色化；“美育”的核心内涵是
真善美——就是做好人、做好
事，不要做坏事。

上述核心内涵加在一起，就
是“企业跟着教育走”的基本法
则，这些基本法则就是华茂发展
所有实业型企业的共同遵循。

其次来看“三个三”规划：
第一个“三”是指“工艺竹编起
家、教育实业立家和教育事业持
家”。“起家”和“立家”揭示了
华茂是从哪里来的，“教育事业
持家”实质上是把教育事业定义
为华茂旗下所有产业的底盘。

第二个“三”是指教育产业
园、教育博览园和教育研究园。
以“三园”为中心，华茂对旗下
的产业、事业做出全面规划，目
的是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为
产、事业系统性发展奠定基础，
为面向市场、迎接新时代的机遇
与挑战进行整体布局。

华茂在不断推动“三园”联
动的过程中，低调、务实、有条
不紊地成就着“产学研一体化、
数字化、国际化”的内涵式发展
战略。

第三个“三”是指立足大教
育、扎根大艺术、创造大美育。
徐万茂之所以在教育、艺术、美
育 的 前 面 分 别 加 上 一 个 “ 大 ”
字，从横向上看，是因为华茂教
育不唱独角戏，而是搭平台、建
生态，致力于打破专业领域之间
的界限；从纵向上看，旨在用华
茂教育的基本法则引领华茂旗下
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整个华茂实
现企业精神、价值观和方法论的
统一。

“三个三”规划是徐万茂离
开华茂总部去学校上班的这 15
年里，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
的产物，如果说“三三一”战略
是百年华茂的战略部署，“三个
三”规划则是百年华茂的战术规
划，二者前后相应，一脉相承。

所谓“一脉”，就是“以社
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我们用
了整整 50 年时间，可以说基本
上把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奇
怪’的经营理念落地了、做实
了，企业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壮
大了，我将其视为华茂在 50 周
年 时 所 做 的 一 份 历 史 性 的 答
卷。”徐万茂说。

企业跟着教育走

1998 年，华茂以 5 亿元重资产兴办
了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这一年，华茂
受邀参与鄞县的开发工作。面对这片
500 亩的土地，华茂董事局会议针对这
块地的投资方向，有过一场激烈的讨
论：投资地产还是投资教育？

最终，徐万茂力排众议，在教育与
房地产之间，坚定地选择了教育。做教
育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也体现了华
茂“以教育回报社会”的初心。不久后，
华茂又联合浙西当地优质的教育资源，
相继创办了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龙游
华茂外国语学校，并在 2015 年创办了
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在福布斯中国发布的“2021 福布
斯中国·国际化学校年度评选榜单”中，
宁波华茂国际学校排名宁波市第一，全
国第二十八，为来宁波创业的人才子女
就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004 年，在华茂集团发展战略研
讨会上，首次提出了华茂“三三一”战
略。明确了“企业跟着教育走，以教育为
终身使命”的发展方向。

对于华茂企业来说，“三三一”战略

的确立，圈出了一个更大的持续发展的
空间，建造起一条可以相互连接、相互
补充、相互推动的价值链，使华茂可以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特色道路，并且拥
有源源不断的后劲。

2020 年 10 月 23 日，首届“东钱湖
教育论坛（简称 DEF）”在浙江宁波的
东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召开，该论坛由希
腊 前 总 理 乔 治·帕 潘 德 里 欧（George
Papandreou）和博鳌论坛原秘书长龙永
图共同担任主席。

相比于其它论坛，DEF 最突出的
特点是——不限于“就教育论教育”，更
在于“跨出教育看教育”，通过搭建全球
跨界平台，立中国教育之魂，合世界教
育之道，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尽责
任。

DEF 的亮相为华茂乃至宁波带来
了极大的声誉，众人所不知的是，其实
早在 2002 年华茂就开始筹建 DEF，历
经整整 18 年，总投资达到 20 多亿，才最
终得以掀开面纱，DEF 又一次展现了
华茂人做事的风格——只要想做一件
事，就要做到底，做到好。

教育事业“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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