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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与高科技联动，互动感十足，体验感满满。”5 月 31 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由鹰潭市检察院

牵头设计打造的鹰潭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正式开馆。连日来，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内前来参观体验的师生络绎

不绝。大家兴致勃勃地尝试着各项精心设计开发的趣味法治小游戏，纷纷感叹：“原来法治离我们并不遥远，法律保

护就在身边”。

近年来，鹰潭市检察机关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要求，立足检察履职，打造“护燕”品牌，做实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推进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同时，紧密结合检察机关办案实践，广泛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积极营造青少年学

法、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环境。

青少年法治教育要深入人心，就必须先要

贴近人。“法看不见、摸不着，要让青少年能够理

解，得让他们多一些共鸣。”第三届全国检察机

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能手李美桂告诉笔

者。依托案件办理，鹰潭市检察机关积极发现

案件中反映出的法律“盲点”，比如在办理帮信

犯罪中，检察官发现大部分被骗的学生对出借

自 己 的 信 用 卡 等 支 付 工 具 没 有 任 何 防 备 心

理。针对此法律“盲点”，全市两级检察官拍摄

4 个反诈微视频进行广泛宣传，有效地降低了

学生涉信用卡诈骗案的发生。此外，鹰潭市检

察院法律志愿服务队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

普法好线索，比如，在志愿服务中发现社区居民

接收快递引发的小纠纷，“熊孩子”上网课的小

烦恼。为此，鹰潭市检察院先后推出“花花翠翠

说民法”“网络中的亲子关系”等普法帖、法治

课，深受学生喜爱。“之前坐在办公室我们总觉

得青少年普法工作很难做，找不到切入点，现在

我们走出去，来到市民和学生身边，才真正体会

到生活处处有法律。我们的普法工作只有融

入百姓的生活，效果才更好。”鹰潭市检察院法

律志愿服务队成员王婧说。

● 做工作生活的有心人 让法治教育更具贴近性

青少年法治教育既做在平常，但更要做

到经常。鹰潭市检察院坚持“没完没了”地抓

好“法治进校园”教育活动，全市 96 名检察官

进入 98 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覆盖从幼儿

到高中生，从城市到农村，从普通学校到特殊

学校的学生。检察官结合办案中易发、多发

案件，先后研发反校园霸凌、防性侵害、加强

网络安全、青春无毒等精品法治课程，根据学

校实际法治需求，开展“点单式”线下教学，先

后开展法治课堂 106 场，5 万余名师生、家长

直接接受“面对面”法治教育。积极拓宽“屏

对屏”法治教育模式，变线下单机输出为线上

线下双向联动，联合共青团鹰潭市委、市教育

局开设向日葵法治直播课，单期直播量达 4

万余人，其中 1 期法治课程在市委政法委支

持推动下，在鹰潭市全域推广。拍摄“护燕”

系列安全视频，“护小燕”普法收获大量粉丝

点赞、认可。鹰潭市检察院获评全国检察机

关“法治进校园”突出表现单位。“‘面对面’与

‘屏对屏’的联动发力，让青少年法治教育的

形式更多样，频次更经常，覆盖人群更广泛，

给我们这些法治副校长提出了更高要求，也

帮助我们碰撞出更多青少年普法新创意。”鹰

潭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说。

● 线上线下联动发力 让普法宣传立体化

● 品牌建设与场馆升级相融合 让法治体验全方位

青少年法治教育要开花结果，不仅要深

耕教育内容，还要在可视可感方面下功夫、花

力气。鹰潭市检察院以“人-团队-品牌”为具

体路径，打造“护燕”青少年法治宣传品牌，组

建“护燕”宣讲团，征集“护燕”卡通形象标识，

海选“护燕”形象声音，制作“护小燕”普法动

漫，让萌宠“护小燕”生动形象地与青少年进行

法治互动、交流。把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紧

密结合，按照突出记忆点、体现特色点、增强趣

味点、营造互动点、提升收获点的思路，建成青

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线下法治教育体

验馆。该馆以鹰潭城市发展和四季变换为主

轴，把法律的概念、法律如何保护青少年、现实

场景法律运用等巧妙融入；通过设置法治故

事影视馆、法治知识抢答、问答，法庭实景体验

模拟、交通规则 VR 模拟、安全逃生情景演练

等系列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项目寓教于乐；

增设法治宣誓固定环节，强化法治仪式感，让

青少年心中增强对法律的敬畏感。

“场馆建设只是开始，我们还要更加努力

做好融合文章，让青少年在全方位的法治体

验中感受法治正能量，在春风化雨中让法治

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鹰潭市检察

院政治部负责人说。 李逢源 施权凌/文 （图片由鹰潭市检察院提供）

让法治的春风吹进青少年心田
——鹰潭市检察院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纪实

鹰潭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鹰潭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护燕护燕””宣讲团成员宣讲团成员

鹰潭市检察院负责人在鹰潭一中讲授法治课鹰潭市检察院负责人在鹰潭一中讲授法治课

鹰潭市余江区检察院走进学校开展模拟法庭教育活动鹰潭市余江区检察院走进学校开展模拟法庭教育活动

5 月中旬，走进宁都县长胜镇法沙村长龙蔬菜

基地，一排排大小不一的蔬菜大棚错落分布在低丘

缓坡上，棚内不同品种的辣椒色泽饱满、长势喜人。

过去杂草难生的荒坡上，竟长出了绿油油的蔬

菜——这在几年前当地许多农户眼里，简直不敢

想象。

随着“蔬菜上山”种植新模式的大力推广，一个

个大棚“爬”上山，良田回归粮田，荒山变成金山。

自 2020 年以来，宁都县在荒坡上建成设施蔬菜基地

10 个，覆盖全县 4 个乡镇、10 个村，蔬菜总种植面积

达 7000亩，年产量 3.5万吨，总产值达 2亿元。

从山下到山上，一棵菜的“迁徙”之路，不仅有

效破解了粮菜争地的矛盾，更巩固壮大了蔬菜产

业，实现了保障粮食安全和产业发展的双赢。

向山要地，化解“粮菜争地”之困

“纵使三年两不收，仍有米谷下赣州”，宁都素

有“赣南粮仓”的美誉。然而，面对山多田少的自然

条件，产粮大县也有自己的烦恼：一边要稳定种粮

面积、提高粮食产量；一边又要发展蔬菜种植这一

富民产业，地从哪里来？

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耕

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强调必须将有

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宁都全县达成

共识：要扎紧“米袋子”，拎稳“菜篮子”，就必须蹚出

新路子！

2021 年 3 月，作为产粮大镇的长胜镇在调研摸

排中发现，法沙村等地有 4300 多亩荒坡地，这些荒

坡地为紫色页岩山地，不适宜种水稻，利用率低，但

由于紫色页岩富含磷、钾、硒等微量元素，经土壤改

良后，却很适合种蔬菜。

“蔬菜上山”，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此萌生。

说干就干，长胜镇开始在大岭背村一处面积 5
亩左右的荒坡进行试验。镇党委书记宋雪明清楚

地记得，由于荒坡上未风化的紫色页岩太坚硬，旋

耕机进行耕地作业时，竟然冒起了火星。

“这山上的土像石头一样，能种出菜吗？水从

哪里来？”宋雪明告诉记者，提到“蔬菜上山”，大家

顾虑最多的就是土壤和水源的问题。

土壤如何改良？当地农技人员将表层的紫色

页岩土堆积在一起，经过半年时间风化，然后从低

洼处运来“客土”，再将底肥、风化土、“客土”搅拌在

一 起 ，用 以 改 良 土 壤 ，提 高 土 壤 肥 力 ，便 于 种 植

蔬菜。

水怎么引上山？长胜镇打出一套“组合拳”：打

井地下取水、地表建池补水、挖塘蓄积雨水。仅法

沙村大棚上山蔬菜基地，就打了 36 口井，每口井管

网联通，确保长在最高处甚至最边缘的大棚蔬菜都

能“喝”上水。

解决了土壤和水源的问题，“向山要地”变不可

能为可能。长胜镇的探索，解开了“粮菜争地”这个

多年困扰宁都农业发展的“结”，昔日无人问津的荒

山缓坡成了藏金纳银的聚宝盆。

因地制宜，为“蔬菜上山”破局开路

“蔬菜上山”，除了要改善自然条件，还必须依

托专业的农业设施，在山上建大棚，成本可不低。

有专业人员算了一笔账：在荒坡上建设水田路网配

套的蔬菜大棚，每亩大概需要投入 5万至 6万元。

经过全面摸排家底，宁都全县可利用、能开发

的“上山”大棚面积达 3 万多亩，按照首期整片开发

7000 余亩计算，仅大棚建设资金就需要数亿元。这

一大笔费用，该怎样解决？

“ 不 论 是 靠 乡 镇 财 力 还 是 农 户 个 人 ，都 不 现

实。”宁都县蔬菜办常务副主任邓锋告诉记者。经

多方研究论证，宁都县创新推出“县出资、乡建设、

村管理、户种植”建管模式，明确县农投公司为投资

主体融资开发建设，并持有大棚产权，按照每亩每

年不低于 2000 元的标准向承租农户收取大棚租金

用于还贷。

欧阳新春成了“蔬菜上山”第一批“吃螃蟹”的

人。每亩可享受 1 万元贷款，县里还派技术人员免

费指导……看到政策这么好，他一口气贷款 15 万

元，种了 15 亩大棚辣椒，没想到一年就回本了。尝

到甜头之后，他开始扩大规模。如今，欧阳新春一

共租了 9 个蔬菜大棚，总面积 30 多亩，平均每亩利

润四五千元，碰上行情好，甚至可达近万元。

实实在在的效益，吸引越来越多农户参与。仅

2021 年，长胜镇法沙村就流转 1538 亩荒坡地，建成

121 个蔬菜大棚，吸引 96 户群众，带来近 100 万元村

级集体收入，带动 500多名群众就业。

“蔬菜上山”模式快速推广的同时，宁都县始终

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持续发展”，开小山留大

山、开荒山留绿山，避开生态公益林地，充分利用荒

坡地，最大限度保护植被；设置护坡，完善排水系

统，避免因开挖山体造成水土流失，把分散在群众

手中的闲置和低效荒山丘陵集中起来，切实做到开

发一片、供应一片、见效一片。

全链服务，助力粮蔬产业实现双赢

考虑到辣椒生长周期短、采摘期长、易管理等

优 势 ，宁 都 县 大 棚“ 上 山 ”蔬 菜 以 辣 椒 为 主 ，占 九

成。眼下，正是辣椒销售旺季，在宁都县竹笮乡蔬

菜分拣中心，工作人员忙着将一箱箱辣椒装运上

车。“现在全县辣椒日产量最高达 20 吨，最多时一

天卖出 26 车共 13 吨辣椒到长沙市场。”邓锋一脸

自豪地说。

发展蔬菜产业，只有不断优化全链条服务，才

能让农户种得对、管得好、卖得俏。

产业链前端，涉及选种、育苗等，技术要求高。

2022 年 ，县 里 引 进 一 家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投 资

4500 万元打造赣东南蔬菜种质资源保护和繁育中

心，在企业育苗中心，仅辣椒就有 1000多个品种。

产业链中端，宁都县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

来建立院士工作站，专门从山东寿光请来专家坐镇

指导，并由政府出资，以每人 10 万元年薪聘请一批

技术人员，赴各乡镇蔬菜基地蹲点服务，提供技术

指导。针对蔬菜种植的潜在风险，创新推出棚膜保

险、产量保险、价格保险等一系列保险政策，覆盖产

业生产全过程，让农户种菜无后顾之忧。

产业链末端，品质和产量都上去了，怎么卖也

很关键。宁都县不断优化销售服务，组建了 6 支专

业销售队伍，分片对接全国各大蔬菜批发市场，还

在本地发展 60 多名辣椒经纪人，有效链接生产端

和销售端。目前，宁都辣椒畅销全国，宁都辣椒的

品牌越来越响。

在宁都县蔬菜产业展览馆，两组数据让记者印

象深刻：

2018 年，全县 6 个乡镇发展蔬菜产业，共有 8 个

种植基地，种植面积 2700 余亩，160 余户农户参与，

产值 0.8亿元；

2022 年 ，全 县 24 个 乡 镇 发 展 蔬 菜 产 业 ，共 有

240 个种植基地，种植面积 5.7 万余亩，4350 户农户

参与，产值 17亿元。

鲜明的对比，折射出宁都蔬菜产业短短几年的

快速发展。更为关键的是，“蔬菜上山”模式成熟推

广以来，粮菜用地互不影响，农田产能稳步提升。

2022 年，宁都县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7.175 万公顷，较

2021 年增加 6.61%，粮食总产量较 2021 年增加 267.8
吨。粮食稳产、蔬菜增收，粮菜产业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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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县长胜镇法沙村“蔬菜上山”鸟瞰图。 特约通讯员曾嵘峰摄
宁都县长胜镇法沙村宁都县长胜镇法沙村““蔬菜上山蔬菜上山””鸟瞰图鸟瞰图。。 特约通讯员特约通讯员 曾嵘峰曾嵘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