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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叶翠微：十问湘湖未来学校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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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湘湖未来学校举行了一场体育文化
节，场面之大、内容之多、赛事之精彩，让我和老师、家

长们深深折服。这让我想起久违了的“杭州二中”画

面。当我和孩子们一起在院士岛骑行时，我感觉到了

孩子们在自然广阔空间中自由驰骋的快乐，也更加坚

定了我的信念，要在这块神仙之地，与孩子们、老师们

沂水春风。

艺术，我们也聘请了多位专业老师。中国音乐学

院高材生石铃老师放弃了职业演出舞台，安静地在湘

湖边，用歌声陪伴孩子。在美国学习音乐教育的张心

怡老师，放弃了上海、宁波的工作机会，只身来到杭

州，来到湘湖未来学校。被学生们称为“大明老师”的

徐老师，在校内组建了“旧时光乐队”，她将美国留学

期间接触到的北美乡村的 Old-time音乐（旧时光乡
村音乐）带到了校园里。

目前，一年级已经开设 40多门，七年级有 20多
门选修课。我总期待，孩子们行走在校园里，能体验到

各种艺术的交融。有声乐歌唱、有器乐演奏、有美术绘

画、有形体指导，让孩子在有意和无意之中，受到艺术

的滋养，让艺术伴随他们的成长。

今年的“六一节”，孩子们在舞台上唱歌、跳舞、玩

魔方……自信地展现着选修课所学，非常精彩。

第九问：关于首遇责任

华东周刊：湘湖未来学校刚刚起步，各项工作千

头万绪，第一年又是借用了其他学校的校舍，你们在

校园安全管理上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经验？

叶翠微：我们有一个理念———首遇责任制。遇到

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学业问题、心理

问题、安全问题，谁首先发现，谁就是问题的责任者，

形成对学生、对生命最大的关爱。

学校无小事，小事是大事。学校管理，在乎每一

天，在乎每一个细节，在乎每一个孩子，在乎校园中

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管理机制和制度文化下，家长

对我们投来了极大的信任，这让我们感到付出都是

值得的。

第十问：关于让每个生命出彩

华东周刊：叶校长一直以育人理念之高位、面向

未来之深刻，备受大家关注。您的教育理念中，始终保

持着一份理性。您说，教育本真的追求就是让每个生

命出彩。怎样做到让每个生命出彩？

叶翠微：让每个生命出彩，需要优秀的老师、丰富

的课程和人性化的管理服务。

优秀的老师刚刚已经介绍，我们从天南地北请到

了这批老师，很快还会有来自京城名校的名师加盟，

还会请到国际奥赛金牌的大咖教练加持。我期待与各

位优秀教师“湘湖荟”！

在课程方面，湘湖未来学校形成了三个板块。第

一是“学在未来”，基于国家核心素养、学科关键能力

和学科融合能力，围绕国家核心课程和校本必修课

程，实施高水平的教学。

第二是“玩在未来”。这一点很重要，让孩子找到

自己最感兴趣的发展区，形成自己的优势领域，最终

让每个生命出彩成为一种可能。

第三是“勤在未来”。让孩子拥有良好的生活态

度，热爱劳动，热爱社会，热爱家人，热爱自然。其中，

热爱劳动非常重要，它是所有热爱的连接。同时要敬

畏生命，培养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等等。

最后，在教学管理方面，我始终觉得，学生的生命

样本，应该是阳光健康的。我总说一句话，湘湖未来学

校的学生，要能吃能睡，能跑能跳，能说能笑，这也是

我们追求。我们正在寻找办学的“第三条岸”，能够摆

脱功利，不故弄玄虚，让教育在真实的发展当中，拥有

独特的韵味。 （供图 /湘湖未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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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同心筑梦想，继往开来续辉煌。6
月 30日，“问道浙商·浙商发展研究院十周
年纪念大会”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圆满举

行。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王永昌，娃哈哈集

团董事长宗庆后，浙报集团总编辑李杲，浙

报集团副总编辑金波，以及浙商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刘亭、方泉尧、郑明治、郭占恒、黄勇

等，杭州民生药业集团董事长竺福江、中南

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吴建荣、贝达药业董事

长丁列明、赛丽正宏集团董事长夏赛丽、万

事利集团董事长屠红燕等企业家同聚一堂，

共贺浙商发展研究院十周年之喜，寄语这个

浙商的重要智库再出发。

“浙商发展研究院成立以来，按照省委

领导的要求，注重实战性和操作性，研究企

业转型升级的成功方法和经验，探讨浙江经

济社会发展当中企业家面临的新问题，为浙

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浙报

集团副总编辑金波在致辞中向研究院的领

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表达了诚挚感谢，并

寄语未来，希望研究院能够按照新型智库建

设要求，变革重塑，进一步打造成高质量、高

能级的高端智库，为浙江共同富裕先行和省

域现代化先行作出更大贡献。

春华秋实 十年成果丰硕

2012年 12月 30日，浙商发展研究院
正式成立。十年来，浙商发展研究院始终围

绕着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在浙江这片

创新创业的热土上绘就了一幅“五子登科”

的烂漫画卷；形成一批调研课题，总结一批

企业典型，举办一批文化活动，开展一批企

业咨询活动，组织一批讲座、论坛等交流活

动，成果丰硕。

会上，浙商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浙商》

杂志总编辑周丹作研究院十周年回顾，从科

研成果、调研足迹以及弘扬浙商精神三个方

面回顾了浙商发展研究院十年的发展历程。

十年来，《加快浙江省网络经济发展的

对策研究》《互联网应用背景下的浙商企业

转型升级研究》《我省特色小镇建设的成效、

问题和建议》等一系列课题都得到省领导的

高度关注、肯定和批示。

十年来，浙商发展研究院走访考察浙江

各县市区、特色小镇、产业园区、创业创新基

地等几十个区域，以及省内的知名企业、中

小微企业等上百家。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智力

支持，也为理论研究收集了大量的实践资

料。

十年来，研究院将重点研究课题聚焦于

“新浙商精神”。2020年，王永昌院长经过不
断地思考和总结提出“浙商精神家园”概念。

指出，所谓浙商的精神家园，就是浙商在追

求自身财富中造就社会价值，在创造物质财

富中创造精神文化财富。此外，研究院还开

展了“浙商精神家园大讨论”，在《浙商》杂志

封面贴上了“浙商精神家园”的标签，并开设

“浙商精神家园”专栏。通过专家与企业家的

互动，“浙商精神家园”概念也得到浙商群体

的广泛认可。

“这十年，浙商发展研究院始终致力于

为浙江经济、浙商企业的转型与创新提供智

力支持与精神动力，并向全球传递浙商声音

和浙商精神。”周丹表示。

追忆往昔 十年精彩瞬间

共举一事常奔走，相与十年亲且旧。浙

商发展研究院创办十周年，汇聚起一批对浙

商有真情、有观察、有建言、有实践的朋友。

在十年浙商智库的调研、考察、走访、会议等

活动中，参与其中的研究院专家与浙商凝结

友谊，共谋发展，有着绵绵情意。

会议现场，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王永

昌，浙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李杲，娃哈

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杭州民生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竺福江一同发布《问道浙

商———浙商发展研究院十周年画册》。

翻开画册，看到的是一个个熟悉的身

影，一次次讨论激烈的主题会议，一趟趟奔

逐省内外的走访。每一张照片背后，是一群

人的奔忙，也是记录浙商发展中的微观印

记。

这一张张照片述说着流水带不走的光

阴故事，在“我们的故事”环节，浙商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郑明治与其他专家、浙商代表们

思如泉涌，纷纷说起感受，讲述着自己与研

究院的故事。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看着 2012年
浙商发展研究院揭牌成立时的照片说：“这

是当时我和郑院长作对话交流时被抓拍的

瞬间，那时我是总经理，现在我女儿是副董

事长兼总经理，我是董事长。我干活干惯了，

工作上只要干得动一天，我就会一直干。不

过新一代的企业接班人有文化，视野更开

阔，有时候他们看问题更通透，而且大多都

很勤奋，懂得知足，他们是国家发展的希望，

但是无论企业如何发展，一定要记住最重要

的一点：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

“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行总共有 50多人
前往东阳拜访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还去

参观了圆明新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徐老爷

子锲而不舍的浙商精神，60多岁打造‘东方
好莱坞’，78岁耗资 78亿打造圆明新园，原
本是荒山野岭的横店，如今草木兴盛热闹非

凡。这就是浙商精神，不但自己要赚钱，还要

让家族赚钱，让周围的人一起赚钱。”浙商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刘亭表示，徐文荣提出的共

创、共有、共富、共享“四共”精神，更是将浙

商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这是 2013年 1月，王永昌院长带队考
察走访贵州，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陈

敏尔会见考察团一行。”浙商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方泉尧说，当年王永昌院长提出要跳出

浙江研究浙商，要多跟各地浙商交流，更利

用浙商智库平台，加强全国浙商间的互动，

宣扬浙商精神，传播浙江智慧。

会上，吴建荣、夏赛丽和屠红燕都回顾

了浙商发展研究院领导和专家给予企业的

支持。

深情抒怀 十年点滴难忘
研究院一路走来的回顾镜头里，常常见

到王永昌院长亲力亲为，联络奔走，带领研

究院专家为省内外浙商服务的身影。会上，

浙江日报集团总编辑李杲为王永昌颁发了

“浙商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证书。

王永昌院长在《我们与浙商发展研究院

的这十年》主题演讲中，对浙商研究院来的

经历展开深情抒怀。他表示，浙商研究院自

成立以来，一直按照省委领导的要求发展，

10年间形成了诸多浙商研究的实践案例，
为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为浙商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凸显了智库功能与媒体特色。

他还在十周年画册序言中写道：我们曾

提出浙商应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弘扬自己独

特的精神，自觉形成自己独特的集体文化符

号，要有自己的精神高地，《浙商》杂志应是

浙商精神的家园。我以为，浙商精神的灵魂

就是浙商创业创新的“千方百计”，这种“千

百”“千万”精神成就了浙商，也是浙商行稳

致远、展翅高飞的不竭动力。”

他说，“情怀和智慧”是浙商发展研究院

这十年的主要灵魂和风骨。“浙商的益师益

友”，这就是十周年的纪念礼物。

演讲最后，王永昌以一首自己的新诗

《风雨化故乡》再次表达了对浙商的深情和

敬意。

纪念大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

师、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特级专家何

水法先生也专程来到现场，为浙商发展研究

院现场题字。研究院还向宗庆后颁发了“十

周年荣誉顾问”证书；向刘亭、方泉尧、郑明

治、吴建荣、竺福江等颁发了“十周年荣誉副

院长”证书；向吴家曦、杨建新、包纯田等颁

发“十周年荣誉专家”证书。

浙商发展研究院十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