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彩研学 田园耕读
——广西玉林中农富玉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玉林市教育局

（解说词）沃野千里、物华天宝，是这片土地的多彩身

姿；海纳百川、厚德载物，是这片土地的隽永品格；生机勃

发、活力四射，是这片土地的激扬旋律。

花果芬芳，硕果累累。

（解说词）走进国家农业公园——广西玉林“五彩田园”、

广西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希望从这里升腾。位于园

区核心区的广西中农富玉国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

农富玉）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现代农业科技元素鲜

明，科普、研学、劳动实践要素集中、丰富，是综合性的农

旅产业教育基地。中农富玉是中国农业大学和玉林市政府为

落实校地战略合作协议、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而共同组建的一

家一站式农业高科技服务企业。公司基地已先后获得农业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示范基地”、“广西壮族自治

区科普教育基地”、“广西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广

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广西大学农学院耕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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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地”、“玉林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玉林市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玉林市玉东新区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

育基地”等荣誉资质。

创新模式，科技引领。

（解说词）在这片山水充满灵性人杰地灵的广西玉林

“五彩田园”核心区， 作为广西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玉林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近年来，基地在自治区、

玉林市教育部门的指导下，特别注重基地研学团队的规范化

管理，通过课程开发和线路设计充分体现特色化、差异化，

注重实践性、教育性，积极开展以科研科普实践于一体，传

统农业、现代农业和都市农业相结合的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

育活动。

同期声（基地负责人）：我们基地有 8 大主题展馆和“农

耕文化体验馆”，充分展现了现代农业的趣味性、知识性、

科技性、科普性、参与性及创新性。

2015年开园至今，累计接待 3532.43万人次，其中大批

在校学生来开展研学科普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

寻梦田园，产教典范。

（解说词）在这里，朝夕与田园为伴，置身大自然天然

氧吧，仿佛步入了梦中的家园令您神清气爽。实现了“农业+

科研+科普+教育”融合的新业态，是现代农业与科普教育综

合体的典范。基地由科研服务培训区、休闲农业体验区、优

质高产效生产示范区三个核心区组成。其中科研服务培训区



158亩，主要建设有科研服务中心、设施繁育中心，体现农

业新技术示范、科技推广、会议培训的作用；休闲农业体验

区：683亩，主要建设有热带水果采摘园、桑果采摘园和五

彩农场，发展集休闲旅游、科普研学、劳动教育、采摘体验、

示范推广为一体的综合产业；高效栽培示范区：209亩，主

要建设有苗木供应基地和蔬菜供应基地，也是苗木良种繁育

科研基地及现代企业生产技术和工艺、高效农业生产方式的

展示平台。其中组培中心、设施繁育中心作为重点建设项目，

用于国内外新优种苗的标准化生产和扩繁，实现了种质创新

的突破，成为“田园综合体”的引领者及实践者。

同期声（学生甲）：可以采摘果蔬、参与乐趣、农事体

验，还可以感受现代农业的神奇。

同期声（学生乙）：五彩田园山美水美，瓜果飘香，不

单可以学到很多科普知识，还可以在劳动实践中得到锻炼，

感受现代科技种植高品质生态果蔬，我们蛮开心的，我喜欢

这种真实的体验。

同期声（教务主任）：中农富玉研学实践基地整体环境

宽敞、优美，设施安全，所开展的课程丰富多样，不仅能让

学生在研学活动的过程中增长知识，而且在劳动的实操、实

践中得到锻炼，作为与我们玉林营地合作的研学基地，在学

生研学教育、劳动教育、农业科普教育等方面做得比较专业。

（解说词）基地和学校常态化互动积极开展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劳动实践教育活动，基地开设的劳动课程有：

蔬菜种植、蔬菜采摘、果树管理（除草、施肥、修枝、套袋）、



瓜果采摘、水稻插秧、水稻收割。基地对课程还设置了各种

评价表，听取学校、老师、学生对活动的评价，不断优化在

不同时段、不同学段学生的学习需求。每次活动每个学生基

地都会设置学生活动记录表，并会同学校对学生学习的情况

进行打分和存档。

农业科普：植物品种多样性认知、穴盘播种育苗、植物

扦插繁殖、植物水培种植、基质栽培、设施农业、蚕宝宝的

一生、鱼菜共生种养模式、微景观设计

南药科普：中药植物辨识、闻香识药、中药艾条 DIY、

中药香囊 DIY、中药制剂制作体验

（解说词）扬帆起航，中农富玉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

基地未来将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向着文化创意、

做大产业、研学教育于一体的新时代实践基地迈进，成为广

西农业科研教育一颗冉冉升起的“璀璨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