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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问题式专题化团队教学

改革、将思政元素巧妙融入各学科

教学、带着真情走进学生内心……

近年来，江西财经大学遵循“顶层

设计为指导、专题培训为基础、示

范项目为牵引、组织化教研为抓

手 、学 术 交 流 为 驱 动 ”的 建 设 思

路，以日常思政、思政课程、课程

思政作为学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抓

手，推进“五育并举”“三全育人”

综合教育教学改革，让文化自觉

镌刻在学生心中。

问题式专题化团队
教学改革日臻成熟

“中国革命新道路是如何探索

和开辟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

带领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从

2021 年 9 月起，江西财经大学联合

江西农业大学、华东交通大学等 10
所高校多次召开跨校思政教师集

体备课会，总结专题教学过程中遇

到的痛点与难点，尤其针对网上有

争议、学生有困惑的问题，进行深

度分析和解答。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中 国 近 现

代史纲要》涉及 180 多年的历史，

如何在有限的课时里把知识讲得

生动且透彻？“围绕教学内容的重

点、学生的兴趣点、学术研究的热

点等，梳理出 15 个大问题，形成 50
个小问题，这种教学方式既能增

加课堂的知识密度，又增强了师

生互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李德满说。

“以 前 学 习 历 史 大 多 是 记 忆

历史事件的脉络、结果，如今我更

多的是思考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

与本质，由问题探讨引出单元内容，理解深刻、记忆持久，入

脑入心。”2022级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周清莹说。

2022 年 7 月，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在江西设立以“高校

思政课问题式专题化团队教学改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建

设综合改革试验区，江西财经大学被指定为组长单位。

润物无声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

如何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良性互动，形成具有财经

高校特色的课程思政教育体系，让学生达到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

在金融学院《保险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团队重构保

险学知识，结合时事案例、保险实务情景，引导学生了解国

策。课外教学团队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大赛、课题项目，

带领学生深入调研，培养学生关注国计民生、社区民情的思

政自觉。学校教务处副处长、金融学院副教授胡少勇说：“每

门课程都有立德树人的使命，要充分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

素，做到有效融合。”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2017 级保险学专业的尹薇玥说：

“正因为有了那次长期护理保险调研，我深刻体会到保险服

务民生的机理，也坚定了我继续学习保险专业的信念。”

这种润物无声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的课程还有很多。

深入浅出的《中国税制》课程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关乎民生的《社会保障史》课程、连接民心的《国民经济核算

原理》课程双双获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截至目前，

江西财经大学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 门、省级本科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6 门、省级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0
门，学校也获批江西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厚植真情才能走进学生内心

一段珍藏的历史，一个隐蔽而伟大的战场，一个个鲜为

人知的名字……近年来，学生们全身心投入红色剧本，先后

原创演绎了《绝密使命》《新青年》等作品，在角色扮演、亲身

演绎中感受革命英雄人物的责任和担当。

课堂之外，江西财经大学以实践育人为突破口，充分发

挥“映山红”实践育人品牌的引领作用，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和

社会实践项目建设，打造了弘扬井冈山精神的“映山红”大学

生党员先锋班、扎根西部小学的“映山红”研究生党员支教

团、30多年日日升国旗的“映山红”党员国旗护卫队……

学校综合运用一、二、三课堂，全面构建兼具构想性、体

验性的互动思政教学平台。“要在润物无声中立德树人，引

导学生将理论化为方法，将知识践于德行，成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学工工作部思想政治教育科

周妍说。

据统计，全校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数逐年增加，去年达 6.5
万人次；赴基层就业人数明显增加，2022届毕业生中有1076人

赴基层就业，占毕业生总人数的13.68%，其中应征入伍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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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闲 识 得 东 风 面 ，万 紫 千 红 总 是

春。先有学生在滕王阁前齐诵《滕王阁

序》刷屏，再有一拨拨外地大学生的“特

种兵式旅游”，带火了八一广场、秋水广

场、摩天轮、鱼尾洲公园等景点。连原本

默默无闻的珠宝街、大士院等街边小店，

都成为年轻人眼中的美食打卡地。这个

春天，见证了新晋网红城市南昌的高光

时刻。今年，随着一拨拨省内外游客纷

至沓来，南昌正焕发出文化旅游中心城

市的新魅力。

短短一年时间，一跃成为网红城市，

流量的背后，潜藏着什么密码？

文化名城趁“红”而上

滕王阁、秋水广场、摩天轮……坐上

网红铛铛车探路南昌，便能领略满城皆

是景。

站在南昌的街头拍一张美照发至网

络平台，就能收获网友的频频点赞。在

南昌老城区走上一圈，大街小巷人头攒

动，令人不禁感叹：“南昌真成了网红城

市。”

日前，同程旅行基于平台大数据推

出“五一”避峰小众目的地榜单和实时热

门目的地榜单，为用户出游提供参考。

在“五一”旅游热度飙升榜中，南昌进入

TOP10，跻身网红旅游城市。

事实上，南昌成为网红城市要从今

年正月初一那场全网刷屏的烟花盛宴说

起。绚丽的烟花受到瞩目，照亮了一江

两岸的美景，从而拉开南昌“走红”的序

幕。据统计，当晚有 3000 多万人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一同见证那场精彩纷呈

的视觉盛宴。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

地接衡庐……”前不久，一段百余名学生

在滕王阁前集体背诵《滕王阁序》的视频

在网络上走红。背诵《滕王阁序》免费游

滕王阁活动热度正不断升温，游客随手

拍摄的短视频能够成为传播爆款的背

后，展现出南昌厚重的历史文化。

频频出圈的南昌，为游客奉上的不

仅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美景和“拌粉+
瓦罐汤”的美食，更是这座城市厚积薄

发、开放包容的创新表达，这离不开政府

的主动作为。

围绕“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新意、季

季有主题”这一思路，今年春节期间，南

昌精心策划了 300 项文旅活动，其中新

春烟花晚会、迎春花市、绳金塔庙会等活

动获得广泛关注，在收获超高人气的同

时，为提振消费市场、带动经济发展打造

了强有力的文旅引擎，为南昌成为网红

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年轻群体向“潮”而行

走过汹涌人潮，品味别样生活。在

八一广场地铁站 3 号出口，许多人站在

马路栏杆内与对面的江西省美术馆“凹

造型”合影；在红谷滩万象城仰拍南昌摩

天轮，成为不少年轻人打卡新去处；夜幕

下的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灯火通明，不

少游客换上汉服在特色街区录一段小视

频；在秋水广场，音乐喷泉伴着灯光，体

验一把浪漫告白……新潮的文化元素及

其表达方式，是南昌吸引年轻游客的主

要原因。

南昌出圈后，带动了文旅产业发展，

年轻游客除了去景点景区，还走进南昌

人的日常。例如，船山路、珠宝街迅速成

为网红街区，这个在本地居民眼中的便

民市场和背街小巷，被游客称为“宝藏小

吃街”。来游玩的大学生表示：“走一走

老街，耳边不时传来南昌方言，别有一番

风味。”

近年来，南昌市致力于强化省会潮

流时尚属性，以打造“四季”文旅节事活

动为重点任务，开展了一系列精彩纷呈

的文旅活动，成效显著。

在 摩 天 轮 下 的 鸿 鹄 里 文 化 艺 术 中

心，陆续举办音乐会、喜剧脱口秀表演、

魔术秀、烛光交响音乐会、文化讲座、露

天乐队、环境演出等一系列活动，成为网

红打卡地。此外，重新迎客的南昌融创

乐园，以“七彩春天花花节”的形式，给游

客带来不一样的娱乐体验。

开业前夕，南昌武商广场前的“微笑

天使”江豚城市雕塑早早吸引了一大批

年轻人前来打卡。武商集团副总经理汪

斌告诉记者，这里不仅国际重奢品牌云

集，还打造了南昌首家双巨幕影城、艺术

剧场和展览专区，业态缤纷多元。

今年 4 月 1 日至 2 日在南昌欢乐象

湖举行的 2023 年南昌草莓音乐节，以及

4 月 21 日和 22 日举行的薛之谦“天外来

物”巡回演唱会，都是南昌持续打造系列

时尚主题文化活动，彰显年轻态城市文

化新风貌的务实举措。

顺势而为 网红长红

人气回归，旅游复苏，文旅融合深化

……眼下的南昌，网红城市的打造大有

可为。但吸引人只是第一步，如何从网

红到长红任重道远。

在 南 昌 市 文 广 新 旅 局 市 场 科 科 长

陈震看来，南昌之所以火爆，初始原因

是消费者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对旅游的

需求。此外，南昌离武汉、长沙、福州等

城市距离适合，高铁通达，交通便利，几

个 省 会 城 市 都 有 着 庞 大 的 年 轻 消 费

群体。

为 了 实 现 长 红 ，南 昌 市 打 出 了 一

系 列 组 合 拳 。 近 年 来 ，南 昌 市 着 力 打

造滕王阁 IP，大力发展历史文化街区、

夜 经 济 和 美 食 经 济 ，已 逐 渐 形 成 以 万

寿 宫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滕 王 阁 风 景 名 胜

区、南昌拌粉、瓦罐汤为标识的城市旅

游名片。

活 动 精 彩 纷 呈 ，游 客 才 能 玩 得 尽

兴。青山湖区推出“青山湖针纺”文化旅

游 消 费 节 ，新 建 区 开 展“ 新 建 YOU
好”——“五一”文旅消费季，东湖区举办

“胜利路步行街·璀璨东湖季”……南昌

各地谋划组织了一系列文旅活动，不断

增强游客的体验感，为网红城市迈向长

红提供更多活力。

今后，南昌还将结合文明城市创建，

深挖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城市历史

文化脉络，归纳总结历史建筑特色，以

“绣花”功夫做好城市更新，让旧街区活

起来、旺起来，使历史文化街区成为南昌

的亮丽名片。

靠什么跻身网红城市
——南昌文旅复苏的观察与思考

本报全媒体记者 康春华 文/图

4月 25日，“滕王阁·江西诗派”经典诗歌吟唱会在滕王阁举行。

5 月 3 日，在婺源县太白镇

曹 门 村 的 树 林 中 ，不 时 传 来

靛冠噪鹛欢快的叫声。每年此

时，它们都会结伴而来，在这里

繁育后代。待幼鸟长大后，它

们又携家带口，一夜之间消失

得无影无踪。专家们至今不知

它们的去向。因此，这种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神秘的

小鸟”。

本报全媒体记者 涂序理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钟珊珊）记者 4
月 24 日从省公安厅获悉：日前，南昌市新

建区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生产、销售伪

劣成品油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7 人，

查获伪劣柴油及制假原料 600 余吨，总涉

案金额达 1.2 亿元。据了解，这是近三年

我省警方侦破涉案金额最高的一起成品

油案件，极大震慑了非法生产销售成品油

违法犯罪行为。

据了解，去年 12 月 13 日，根据群众举

报线索，通过前期缜密侦查，在省公安厅

统一指挥下，新建区警方联合市场监管、

商务、应急等多个部门，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在位于该区西山镇白鹤岭 606 县道附

近一间村民自建厂房内，捣毁一处非法生

产、销售伪劣成品油窝点，当场扣押伪劣

柴油及半成品原料油 122.71吨。

经查，以缪兵某为首的特大生产、储

存、销售伪劣成品油犯罪团伙，从安徽、山

东等地购买桐油、蜡油等原料油，在西山

镇 偏 僻 乡 村 租 赁 民 房 ，秘 密 勾 兑 伪 劣 柴

油，以低于市场价售卖获利。警方获取线

索后，经层层梳理，2 月 24 日赴安徽成功抓

捕缪兵某的“上线”唐某，查封制假窝点 1
处、非法储油罐 14 个，以及生产设备一批，

并扣押原料油 400 余吨。经侦查和取证，

该犯罪团伙生产销售伪劣成品油金额高

达 1.2亿元。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高林波告诉记者，

近年来，受巨额非法利益驱动，我省成品

油销售市场乱象丛生，每年全省公安机关

等部门查处的生产、销售伪劣成品油案件

达上百起。

据介绍，私设存油罐、非法改装流动

加油车、设立黑窝点等现象给社会公共安

全带来极大隐患。部分非法改装的流动

加油车停在高速公路出入口附近，为过路

货车、小汽车、出租车提供流动加油服务；

有的则开到工地、采石场给挖机、工程车

加油。这些油品从加工、储运到销售等各

环节均不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和规范，存在

诸多安全隐患。

“非法加油点的柴油、汽油等成品油

或来路不明，或质量不稳定，有的柴油闪

点远低于国家标准，高温下容易引发自燃

事故。”高林波说，特别是此次案件中查获

的伪劣柴油含硫量超标 3000 倍，严重污染

环境。

为打击整治成品油生产销售乱象，净

化市场环境，去年 7 月，省公安厅联合中国

石化江西石油分公司、中国石油江西销售

分公司建立警企合作机制，成立打击成品

油违法犯罪行为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还组

建了涉油犯罪联合警务中心，通过警企联

动、优势互补、上下同频、整体协同，常态

化开展打击整治涉成品油违法犯罪专项

工作。截至目前，共抓获涉油违法犯罪嫌

疑人 79 人，捣毁黑窝点 36 处，侦破案件 27
起，刑事立案 19起。

据了解，由于非法加油点、储油点多

数设在国省道周边、物流产业园、城郊工

业园等区域，隐蔽性强，增加了摸排难度，

加上非法加油点的油品通常比正规加油

站便宜，为伪劣成品油提供了存在空间。

由于公安机关警力有限，通过警企合作，

可以进一步拓宽成品油违法犯罪线索来

源渠道，有效解决查扣的劣质油品安全储

存转运等一系列问题。

警企合作，常态化开展涉成品油违法犯罪打击整治专项工作——

我省警方破获一起生产销售伪劣成品油案
涉案金额为近三年最高

4 月 29 日，“五一”假期首日，“抚州生态康养太极周”
启动仪式在抚州名人雕塑园举行。现场，千名太极拳爱好者
展示了“八法五步”太极拳。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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