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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就“商专样式”的现代职业大学校园文化
◎林  彬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传承始终与教育相偕而行。从孔儒兴办私

学传徒授教到唐宋书院为科举助学直至近代学堂科教合体，无论官学、私学抑或

当今大学始终都以授人学问、培养德行的文化存在形式展开教育行为的。而且从

先哲孔子起，中国历代的教育思想家俱从文明、文化的高度上将教育所承载的政

治、文化作用等分析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如《大学》篇中讲到“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中庸》提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

之，明辨之，笃行之。”《周易》说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

子以厚德载物。”孔子更是从教育方法上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

人不倦”“循循善诱”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等影

响至今的教育文化理念。历数古今大儒和教育思想家的许多治学之道所展现出教

育思想的精髓，都深刻表明他们是站在当时文明、文化认同的高度对教育作出阐

述和引领，于今仍有着传承借鉴与弘扬创新的意义。

中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确立以来的几百年时间里，也一再证明高等教育是优秀

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而践履这一大学职责的媒介则

是大学文化。对大学的“文化认同”，始终强调的是传承文明、追求真理；强调

的是崇尚学术、创造知识；强调的是科学民主、兼容并包，这些构成了“学校认

同”乃至社会“价值认同”深厚的文明内驱力和文化影响力。毫无疑义，大学文

化是学校在办学历程中粹炼的风骨与品格，是学校的根基、血脉和精髓，是办学

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无形资产，是构成学校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与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建设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等可量化的“硬实力”

不同，文化建设带给学校的“软实力”，对外表现为一种吸引力和影响力，对

内表现为一种精神认同的内生力和原动力。大学文化是大学建设中的重要元素，

也是大学育人不可缺少的要本，彰显着大学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和熏陶着人才

的成长。把握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不仅要结合大学的历史传统，汇集大学的特

色，提升大学的品位，更重要的是要展现大学文化建设对学生的涵养功能和化育

作用。

Prefac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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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建商专来讲，在百年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对中专文化形态的塑造、大专

文化形态的锤炼，还是而今尝试筑就的现代大学校园文化，既带有一般大学文化

建设的共性，又具有自身认识与过程特点的“风骨气度”与“个性风采”，它既

是一种历史积淀，更是一个创造培育的过程：从涵养大学文化理念上讲，商专百

年来的文化追求和文明积淀，渐次形成了“中西合璧、文明开放”的文化起点，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文化基点，“爱国主义、无私奉献”的文化支点，

“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文化动力，“明德诚信、恭敬勤敏”的文化基石，

“以人为本、求真求实”的文化基础，“品行教育、历史自觉”的文化源泉，

“外塑形象、内强素质”的文化支撑，“幸福教育、大爱精神”的文化内力。从

培育大学精神上讲，商专百年来的教育实践和改革创新过程，始终恪守“明德、

诚信、勤敏、自强”的校训，坚持“文理并重、文商交融”的学术风格，提倡传

统文化“恭、宽、信、敏、惠”内涵的基本做人品德，培养学生“讲究做人、学

会做事”的能力，强化“校企合作、实践育人、恭敬躬行”的办学特色，涵育

“爱国为民的价值追求，德业并重的培养目标，自由活泼的学术品格，创新开明

的开放气度”。从传承创新大学文化上讲，商专百年来始终注重传承明德知礼、

经世致用、追求至善的教育传统，当下更是不断将品行教育、历史自觉、幸福教

育、大爱精神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新使命融入学校全面发展之中，使当代大学

所应具有的“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隐实力”等校力建设通过大学功能的践

履，尤其是通过“传承创新文化”这一独特功能的发挥，能始终将大学理念、精

神、文化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并将之内化为广大师生的精神品质，形成商专文

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真正筑造起促进百年商专健康发展的精神大厦。可见，百

年来我们正是基于从中专形态文化、大专形态文化的建设再跃升到现代大学“文

化传承与创新”自身功能发挥的一系列文化实践与探索，才形成了当下具有自身

特点的思考与独特的推进方式方法，进而筑就并形成了这种“商专文化建设样

式”的现代职业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呈现。

一、“商专样式”之文化创设：以践履现代大学“四大功能”为根本，解决

“做什么文化”的问题

作为一所现代大学，在践履大学使命过程中应始终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作为己任，在历经沧桑中不断积淀品位独特、格调高

雅、内涵深邃的大学文化。福建商专矢志不移地把“文化创设”作为己任，将校

园文化建设贯穿到现代大学“四大功能”的践履过程中，较好地解决了“做什么

文化”的问题。

1．人才培养文化：以专业文化为支撑，以学科、学人文化建设为辅助。人

才培养文化是培育才能与思想的催生剂，能启迪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对学校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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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使每位学生对学业与专业充满理想与憧憬。为此，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专

业文化为抓手建设人才培养文化。专业文化是师生围绕某个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

而共同遵守的核心价值观和共同的价值取向，它体现专业成员共同的追求和理

念，对专业中每一个人的行为形成潜移默化的指导与规范，从而将专业思想变为

专业成员的自觉行为。在专业文化建设中，我们设立了“专业撷英”展示馆，从

专业价值、学业构成、师资队伍等方面充分展示学校的专业建设水平，引导学生

形成对专业学习的认同与认知，同时我们在教学设计中紧紧围绕专业目标，研究

专业特点，紧跟社会需求分析行业发展趋势，让所学专业与社会行业衔接；通过

注重课堂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让广大学生亲身感受到专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

价值，培养学生对专业的敏感性；通过结合专业特点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开发

学生开放性思维，接受最新学科的专业训练和辅导；通过建立包括专业素质在内

的考核体系，为广大学生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致力于

以学科与学生文化建设为辅助，丰富人才培养文化。学科文化是学科在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所积累的语言、价值标准、伦理规范、思维与行为方式等的总和。在学

科与学生文化建设中，我们通过专业和学科实验室平台和载体的建设，将学科发

展历程、学科现状与学生建设互动等汇聚成学科和学生文化内涵建设，使广大教

师和学生对学科知识有系统的了解和直观感悟；同时我们通过行业用人标准影响

学科育人标准，在学科教育过程中建立学生对专业的文化认同，使之成为学子规

划未来职业发展的前提与基础；通过在学科文化建设中借鉴行业价值观念、吸收

行业文化精髓，补充丰富专业文化的内涵，使专业文化更具时代性和社会性；通

过提高教师的专业品位，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准，形成对学生深具影响力的教师群

体；通过学生文化建设，加强教师的治学态度、敬业精神、专业素质，帮助学生

树立专业理想、专业信念、专业追求；通过专业、学科、学生文化建设，秉承大

学文化的精髓，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形成专业思维、坚定专业信念、养成专业

气质。

2．科学研究文化：以科研文化为支柱，以校本、学刊文化建设为辅助。大

学既传授知识，又发现知识，科学研究进入大学并引领其发展，使大学成为具有

活力的生命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

府者也。”“大学是学术殿堂，研究高深学问、发展和传授知识。”可见，自大

学诞生以来就是智慧和知识产生、汇集科学研究力量并向外辐射的重要场所。为

此，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校刊文化为抓手建设科研文化。科研文化是对一些现

象或问题经过调查、验证、讨论及思维，然后进行推论、分析和综合，进而获得

客观事实的过程。在科研文化建设中，我们拟通过设立“校刊文化展示馆”，从

科研文化内涵、学术前沿问题、各种高校学报、历年福建商专学报、刊物检索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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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纠正学术不端行为等方面将科研文化与百年商专取得的成果相结合，让广大

师生从科研文化中汲取智慧的源泉。同时，通过积极申报国家、省市科研项目，

加强重大项目预研培育；通过省公务员局专业技术人员的高级研修项目，参与加

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而设立的专项

培训活动，其中“食品溯源技术”“现代企业物流管理”获得省级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研修示范项目立项；“电子商务教育教学与科研”“智能楼宇技术”“所得

税准则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实际应用”“酒店服务与管理”“中小企业管理人才

素质提升”5个项目获得省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研修班项目立项；通过中小企业管

理应用研究中心、休闲管理应用中心接入经济社会活动。今后我们还应通过深化

校刊文化建设，强化校刊、校报的文化内涵与内蕴，使之成为百年商专的学术品

牌，提升学校的享誉度与美誉度，并以此为平台，争取在国家级、省部级科研中

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校本教材建设为辅助丰富科研文化。校

本教材是由学校教师编撰，由本校乃至外校的学生使用的具有专业性、学术性、

实践性的教材，它体现教师的学术水平，彰显了学校科研发展的综合实力。福建

商专在“校本教材建设基金”的资助下，与重庆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百本由本校

教师编撰的“校本”教材，内容涉及财务、会计、金融、贸易、外语、新闻等专

业，其中三种教材列入教育部“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广大教师在编写校本教

材过程中提升了专业水平与科研能力。今后我们还应继续通过对学术前沿问题或

社会生产实际疑难问题的探讨，产生新思想、新观念，形成新概念、新理论，并

及时地把这些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通过校本教研，促进不同年龄、不同水平、

不同教学特点的教师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发挥教师的集体智

慧，协同解决教育教学、教研、教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校本教材建设固化

教学改革、深化教学内涵，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开阔学

生的视野。

3．服务社会文化：以校企文化为支点，以校地、校际文化建设为辅助。在

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形势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科

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对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服务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探索大学服务层次的多元化和层级化等社会服务

文化的建立成为今后我们重要的工作。为此，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校企文化为

抓手建设服务社会文化。校企文化指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经过交流、碰撞、互

动、融合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有利于推动高校和企业持续发展的文化模式。为提

升校企文化建设的文化涵养，福建商专以“校企文化展示馆”为载体，围绕专业

与企业对接、校园文化与社会捐资共建、校际对接办学等方面，通过校企文化合

作平台，全方位立体地将校企文化做精做深，让广大师生能够在社会这个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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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的舞台上，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当前学校与中兴通讯、网龙公司、新大

陆集团、锦江科技有限公司、力恒科技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

作，众多企业积极参与到我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今后，我们还应进一步通过提

供学校的学习环境、教育资源和科研力量等渠道与平台，对企业提供员工培训、

产品研发、攻关技术等服务，获得社会和企业的广泛认可，提高服务社会的吸附

力；通过广泛探索依托企业建立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能深入生产第一线

锻炼实际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增强岗位意识提供理想场所，也为教师学习先进

技术、丰富实践经验、开发研究课题等创造有利条件，让广大师生体验校企合作

办学的感召力，提高参与校企文化建设的融合力；通过不断更新专业设置，加强

课程体系的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把企业岗位核心能力和技能要求

与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计、课堂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强大创造力

的校企合作文化。另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校地与校际文化建设为辅助，丰富、

服务社会文化。校地文化是将地区或地域文化引入校园文化中，实现地区与学校

文化相互渗透与融合，对学生的就业观、敬业精神、与不同人群的交流与沟通等

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福建商专以校地（校际）文化为平台，与长乐、德化、柘

荣、马尾、连江、晋江等地签订了校地合作协议；与福光基金会合作创办“福光

工商管理学院”，与中兴新思教育合作创办“福商中兴教育学院”，以成立二级

学院的方式形成独特的校地、校际文化。今后，我们还应继续通过深化和拓展与

地区产业集群的无缝对接模式，着力打造区域内的商业与服务业等产业的典型校

地合作示范区，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通过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建立合作联动

机构，根据不同产业集群的科技需求，集中我校整体优势，进行项目联合攻关，

共享人才信息库；通过与不同兄弟院校加强合作，建立资源共享的大学专家咨询

团队和行业企业服务中心，发挥高校的服务社会功能与作用。

4．传承创新文化：以校园文化为支持，以创业、创新文化建设为辅助。文

化传承创新伴随大学的成长，是贯穿于大学其他功能互动相生的一条主线，并成

为大学的终极目标，是大学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百年商专，凝聚着几代人的

艰辛与努力，形成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商专文化，是我们传承、发展、创

造现代大学文化的依托之本和动力之源。为此，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校园文化

为抓手建设传承创新文化。校园文化是通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凝聚、发展而形成

的，是大学的“文化体”和“文化群”共同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

自然结果。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福建商专以“场馆”建设与“环境”文化的打造

为载体，用具体可感的实物让广大师生感知福商文化、校训文化、廉政文化、幸

福文化等多元的校园文化形态，让广大师生在校园文化的濡染下获取视野平台、

汲取精神力量。同时，我们还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对外来文化的引进，结合



—
—

福
商
校
园
文
化
读
本

JIAOPU W
ENXIN—

—
FUSHANG XIAOYUAN W

ENHUA DUBEN

6

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通过开发

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新理论，创造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校园文化氛围；通

过提炼百年商专独特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人文精神、优势专业，努力营造丰

富多彩、和谐统一、与时俱进的大学文化，培养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风

格、各有所长的人才。另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创业与创新文化建设为辅助丰富

传承创新文化。创新文化指与创新相关的文化形态，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标，通

过环境氛围的营造、创新激励机制的建立，实现从观念引导到行动实现的过程。

福建商专以建设“福建商专创业园”为平台，引进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

司、邮政公司、服装企业等联合打造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让师生在实践中领悟创

业的艰辛与创新的激情；通过积极探索将闽商文化与传统文化、职业素养教育渗

透在主课堂和专业实训中，有针对性地设计实践技能训练课程，将人文教育和科

学教育融合；通过建立实训中心，强化创业与创新文化平台建设，使之在中心功

能定位上重点突出“培养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

高职业素质和综合能力”等素养教育，形成营造真实职场情境、引入企业考核标

准、体现深厚人文素养的特色，传承百年商专“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的文化传

统，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使大学更好发挥“四大功能”作用，真正成

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成为新思想、新文明的策源地、倡

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

二、“商专样式”之文化创意：以“五个打”为路径，解决“怎么做文化”

的问题

大学是一种涵养心智和灵魂的特定文化氛围和环境，是由多种不同元素集合

而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福建商专历经百年发展，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功能，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我们着力“文化创意”的打造，以凸显当代福商文

化与众不同的文化素质和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形成较具特色的校园文化空间和

人文景观，较好地解决了“怎么做文化”的问题。

1．积淀文化“打底”：拓展历史文化、素养文化建设的路径。在漫漫几千年

的文明历史中，许多育人的经典流传至今，渗透着给人启迪的教育思想；在现代

大学的教育模式中，依靠大学文化建设传承历史，对于丰富大学的教育思想，培

养学生继承传统、创新知识、追求真理有着重要作用。为此，百年商专通过文化

涵养打造育人平台，使莘莘学子能在文化的涵养与濡染中茁壮成长。一方面，我

们注重拓展历史文化建设的路径。历史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群体

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近些年来，我们通

过整合提升“校史馆”，挖掘建设“福商物语”馆，将百年福商的办学方位、办

学历史、办学特色、未来发展等用“图说物话”的方式进行解读，用重构“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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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语”“福商赋”等“话语体系”重新梳理与诠释校史，不断丰富福商百年文明

发展内涵；通过搜集历史文化、挖掘校史文化等方式物化岁月积淀，用百年老校

优良传统和校园文化建设经验激励商专人奋斗不止；通过建立校友会，弘扬先贤

精神，激励学子情怀，凝聚校友爱心；通过讨论、研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对商

专的文化成果进行总结、积累和提升，以文化涵养与滋养莘莘学子。另一方面，

我们持续拓展素养文化建设路径。素养文化指人们在文化方面所具有的较为稳定

的、内在的基本品质，是知识及与之相适应的能力行为、情感等综合发展的质量、

水平和个性特点。近些年来，我们结合新校区建设，开辟“心灵智慧空间”，让

广大师生敞开心扉，正确解决学习工作生活中的疑惑，从容面对自身、面对他人、

面对问题，形成较好的心理文化素养；开辟“福商广场”，创意制作了“三手一

口”“盛世福商碗”等文化雕塑，旨在传承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商专精神；通

过实施“闽商文化素养工程”，以大爱感恩、明德诚信、包容友善、吃苦敬业、

团结合作、敢拼会赢、严谨创新的福商理念为核心，闽商职业素养为重点，培养

具有“闽商文化素养、品格素养、职业素养、素质拓展、行为规范”的实用型人

才；通过坚持将大学文化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把素质教育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

中，组织广大师生完善福商素养教育工程，培养高素质的“闽商”人才。

2．载体文化“打造”：拓广环境文化、设施文化建设的路径。大学载体文

化育人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对校园各种物质形态的整体规划、科学设计和合

理配置，构成校园自然和谐、错落有致的园区，形成各种美的实体形象与蕴涵其

中的文化神韵，对置身其中的大学人进行“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使其体验到事

物的美好，从而扩展到对学校、对学习、对生活的热爱。一方面，我们通过打造

校园环境文化形成文化濡染。大学环境文化以校园为空间范围，以社会文化、学

校历史传统为背景，以大学人为主体，以校园特色物质形式为外部表现，制约

和影响着大学人活动及发展的一种环境。近些年来，我们结合新校区建设，把

校园环境建设纳入文化视角进行规划打造，通过建设“福商广场”“五福广场”

等体现“百福”与“百商”文化积淀，让师生感知“幸福文化”的要义，从而追

求幸福教育、幸福生活、幸福成长；通过建设“太极广场”，让师生认知浩瀚宇

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着阴和阳、表与里既互相对立又相互滋生依存的关

系，从而在天道、地道、人道的精气神涵润下感知教育的目标；通过建设“心湖

广场”“桃李园”，用“上善若水”、桃李春风的教育滋润心田，从而实现“桃

李满天下”的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宗旨；通过建设“时令广场”“校训墙”等，用

中外名校的校训理念滋养师生，让莘莘学子珍惜时光好好学习；通过建设“健身

广场”，传导生命在于运动的理念，让师生用生命不息、运动不止的理念创造更

美好更灿烂的未来。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打造校园设施文化形成文化熏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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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通过对具体可感的载体建设，让其产生教育、教化的作用。近些年来，我

们结合新校区建设，着力打造校园文化设施，通过打造“教箴墨韵”馆，集百位

中国书协会员书写的教育格言于一体，不断丰富百年商专的教育内涵；通过打造

“瓷韵漆意”馆，以老子、孔子、墨子、荀子等教育家、思想家为创作题材，让

广大师生在欣赏中践履关于“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学相长”“育才造

士”“教而勿诛”等教育理念；通过建设“廉政文化展示馆”，开设廉政讲堂、

开办业余党校和设立廉政格言、廉政书法、廉政印语等专柜，让廉政问题防范于

未然，让师生在廉洁教育熏陶中做人做事，培养造就“新一代”闽商学子；通过

建设“校务传馨”馆，创新服务平台，在“方便集中一站式、规范运转一条龙、

高效快捷马上办”的服务中，打造教育阵地、咨询窗口、办事平台、学生家园，

实现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宗旨。

3．专业文化“打头”：拓深学科文化、科研文化建设的路径。百年商专发

展过程中，始终以“商”科为主，形成了工商管理、经济贸易、会计、信息管理

工程、旅游、商业美术、外语、新闻传播等教学与专业建设体系。为此，在打造

专业文化中，一方面，我们不断拓深学科文化建设路径。近些年来，我们结合新

校区建设，力求改变老校区学科建设环境不配套的制约因素，结合学科与专业特

点设置宣传栏，展示学校学科与专业的建设理念、科研动态、发展趋势等，让广

大师生从中认识不同专业的特色、影响与发展；通过在新校区建设“专业撷英”

馆，用学科理念展示的教育思想、学科箴言体现的专业文化、学科知识彰显的历

史积淀、专业师资具有的特长风采将百年商专以商科为主的学科特点展现给广大

师生，让莘莘学子得到学科知识的学习与熏陶；通过将人文教育渗透到专业教育

中，塑造积极进取、人文关怀、探索与创新等学生未来从业的基础与核心要素，

建设具有人文思想的专业文化，在给予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培养了学生对专

业正确的认知、责任意识、执着精神和从事专业具有的道德情操。另一方面，我

们努力拓深科研文化建设路径。近些年来，我们通过制定《科研工作管理条例》

和《专业技术人员科研工作量考核办法》，以每年评选优秀科技工作者和科研成

果为推力，以打造校本教材为载体，不断增强科研能力，并以此促进科研与教学

的互动性、教学方式的启发性和教学活动的创造性；通过建设“校刊文化展示

馆”，设立学报掠影、期刊常识、论文学术规范、高校学报展示等专柜，让师生

认识学术前沿问题，自觉践行学术规范行为，从而得到科研文化的教育与熏陶；

通过科研文化的濡染，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影响深远的专业素养，从博大精

深的科研文化中培养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执着的探索精神，从专业要求中

自觉形成角色认知，从特有的氛围中养成专业文化。

4．特色文化“打响”：拓展书香文化、闽商文化建设的路径。特色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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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商专别树一帜、独具一格的校园文化载体。一方面，我们着力拓展“书香文

化”建设路径。书香文化来源于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植根于中国文人文化的清

逸、优雅。福建商专新校区地处具有深厚历史书香文化之地贵安，朱熹曾在此

结庐讲学，正可谓“浙闽孔道登龙路，北斗七星栖凤台”，独特的地理环境滋

养了特色文化。为此，学校以建设“书香广场”为载体，积极倡导教育文化、

读书文化、“笔力”文化、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通过书香文化广场的建设将耕

读传家、庠序之学、书院教育、乡评里选、学校升贡、应科举试、释褐状元等古

人求学之路与现代求知之道相结合呈现闽商文化和闽教积淀的厚重；通过设计制

作中外教育家雕塑，践履中外教育家所倡导的教育精神、理念和实践；通过“教

师沙龙”和“邮品集珍”馆的建设，让广大教师拥有温馨的书香家园，从而激发

教书育人的热情与激情；通过在学生宿舍楼设定近万平方米的“晚自习馆”，

开展“我最喜爱的一本书”“我爱阅读”等系列活动，让学生养成读好书、好读

书、书好读的阅读习惯，形成书声琅琅的“书香校园”氛围。另一方面，我们全

力拓宽“闽商文化”建设路径。闽商文化豪迈奔放、坦荡达观、深藏奥妙、孕育

灵光，同徽晋粤浙商帮并驾，与东西南北客户交心。百年来，福建商专培养了数

以万计的闽商人才，享有“闽商摇篮”之美誉。为此，学校将以建设“闽商文

化广场”为依托，倡导“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

结、豪侠仗义、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闽商精神；通过“闽商文化”“强商

论坛”“福商讲坛”“闽文化”等教育讲坛，营造“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配

合学生专业协会和社团，推进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相融合，使广大学生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意识、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自然地融入企业文化之中，让广大师生

感悟“闽商文化”；通过设立闽商文化研究基金，实现校企在文明创建中深度合

作，让企业扩声誉、学校得支持、学生获实惠，对推动校企共同发展和人才培养

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使“闽商文化”在实践中发扬光大。

5．价值文化“打磨”：拓宽理念文化、理想文化建设的路径。作为一种价

值追求，大学文化设定了大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引导大学发展方向。

百年商专在沐风栉雨、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价值文化。为此，一

方面，我们全新拓开理念文化建设路径。学校“理念文化”主要包括学校办学理

念、文化观念、历史传统，是一所学校办学思想、价值追求、育人特色的集中体

现，是被学校大多数成员认可而遵循的共同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信念，

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学校文化的灵魂所在。近些年来，我们通过设

立“校训墙”，倡导大学理念，结合大学制度建设、“大学自治”等问题，制定

《大学制度》，全面把握和落实体现福建商专作为法人实体和办学主体所应具有

的权利和责任的一系列管理制度；根据《教育规划纲要》精神，以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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