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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傍晚，赣州市章江左岸滨

江公园景色如画，市民在公园球场上运动

锻炼，强健体魄。近年来，该市积极推进

城市公园建设，功能多样的各类公园，让

城市更美丽、更绿色、更宜居。

特约通讯员 胡江涛摄

◀7 月 5 日，在南昌经开区文体

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吊臂挥舞、机器

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该项目是一座集文化馆、图书馆、

艺术馆、体育馆等多元化功能于

一体的大型场馆。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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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基础，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当前，全省正在开展耕地保

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行动，

对违法占用耕地突出的行为，将

严肃追责问责。

耕地保护形势严峻

5 月下旬，全省自然资源系

统召开的相关会议通报，与上一

轮规划的耕地保护目标相比，我

省多地存在耕地保护缺口。根

据要求，耕地保护缺口面积需在

5 年 内 分 年 度 补 齐 ，无 法 补 齐

的，需缴纳经济补偿费用。

当前，国家对耕地保护工作

监管越来越严，随着我省一大批

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进，不可避免要占用耕地。同

时，我省部分地区还存在耕地占

补平衡指标不足、耕地保护缺口

等欠账。这两种因素叠加，使得

我 省 耕 地 保 护 压 力 大 、形 势 严

峻。如何转变思想观念和发展

方式，统筹好保护耕地和保障发

展的关系，是各地党委、政府迫

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

近日，上饶市横峰县新篁办

事处篁村村民朱某某未办理用

地手续，擅自占用 7.339 亩耕地

用于养鱼，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六个月，罚金 2000 元，责令

其 修 复 耕 地 ，并 向 社 会 公 开 致

歉。这是上饶市严格落实耕地

保护制度的一个缩影。

作为全省耕地保护无缺口

的 先 进 市 ，上 饶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总 结 了 三 点 经 验 ：

全 面 落 实 耕 地 保 护 目 标 ，压 实

主 体 责 任 ；严 格 落 实 耕 地 占 补

平衡，严控建设占用耕地；严格

落 实 耕 地 进 出 平 衡 ，坚 决 遏 制

耕地“非农化”。

上饶市将 641.66 万亩耕地保护目标全部落实到具体

图斑；将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作为项目选址的重要条

件严格把关；全面落实“先补后占、占一补一、占水田补

水田”要求，连续三年对新增耕地每亩落实 500 至 800 元

培肥资金。该市以“零容忍”的态度遏制新增耕地违法

占 用 行 为 ，2019 年 以 来 ，全 市 共 查 处 土 地 违 法 案 件 791
宗，责令恢复耕地面积 2261.3 亩，拆除耕地上违法建筑物

18.18 万平方米。

吉安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认为，高位推动、铁腕

执法、经费保障，是做好耕地保护的重要途径。该市成立

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市卫片（指卫星遥感影像图

片）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开展耕地保护专项督察，将卫片检

查问责比例、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农民建房监管等工作纳

入全市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同时，全市聘请 2040 名村

级执法监察信息员和近 300 名乡级执法监察联络员，构建

以村级信息员为基础、乡镇监察员为纽带、执法监察队伍

为主体的耕地保护群防网，以市级每季度督导巡查、县级

常态化动态巡查为核心的管控网，以新增建设用地报批及

批后监管实地查验为抓手的预警网。

为牢牢拧紧“安全阀”，严守耕地红线不放松，我省在

“三区三线”划定中，坚持把耕地保护摆在第一优先序，按

照“应保尽保，应划尽划”原则，将耕地保护目标逐级分解

下达到市县，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一票否决、终身追

责，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耕地保护的主体责任。

打好耕地保护组合拳

耕地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打好耕地保护组合拳？

今年 4 月，《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 规范林

地管理的通知》出台，为我省恢复耕地以及补足耕地保护

缺口提供了政策条件。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各

地应抢抓政策机遇，加强耕地后备资源分析，从未利用地、

残次园林地、河湖滩地、矿山修复等方面，千方百计挖掘耕

地后备资源，补足耕地保护缺口。同时，加快补充耕地问

题项目整改，注重提高补充耕地质量，加强后期管护，确保

通过自然资源部监管入库。

近年来，我省农村道路建设、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是耕

地流失的重要原因，不少地方仍存在耕地种脐橙、蜜柚、油

茶、草皮等情况。业内人士建议，各地应在防止耕地流失

上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对重点区域定期巡查与突击检查，

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智能视频监控、无人机监测等技术手段，

构建“天上看、地上查、视频探、群众报、网上管”的全方位

自然资源监管体系，同时积极探索节约集约用地新机制。

据悉，我省《关于加强耕地保护的意见》即将出台，全

面系统地提出了加强耕地保护的工作措施，将着力解决耕

地保护抓不住、管不好和法不责众的问题。同时，《意见》

还将强化奖惩机制，既充分调动各地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又确保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我省落地落实。

在樟树市中洲乡，农户正利用收割机对早稻进行机械

化收割。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兆恺摄

帮毕业生找准就业定位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善用辅导员队伍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芳

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

“大一刚入学时，辅导员就引导我们做好职业规划。

我的规划是毕业后直接就业，并朝着这个方向认真学习专

业技能。现在我实现了目标，挺满意的。”江西青年职业学

院毕业生余志明现已入职合肥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他告

诉记者，大学期间，辅导员王路桃结合专业特色，经常给大

家分析就业、专升本、应征入伍、创业等各渠道的优势，指

导大家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让每个学生明晰自己的兴

趣是什么，能做什么，想干什么，这样毕业时就不会迷茫。”

王路桃说，今年，他所带班级学生的毕业去向和三年前的

规划基本一致。

高校的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职

教师，是高校中和学生离得最近的人。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一方面开展毕业班辅导员培训工作，提高毕业班辅导员就

业指导能力。另一方面引导辅导员充分发挥优势，扮演好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者、就业信息搜集者、就业政策宣

讲者和就业创业服务者四个角色，使辅导员队伍成了毕业

生求职路上的好帮手，帮毕业生找准就业定位。

就业信息是引导学生走向企业的关键点。“辅导员要

学会整合资源，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就业信

息，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辅导员刘琳是个“95”

后，今年是她第一次以辅导员身份指导学生就业。如何做

好这项工作，化解学生的焦虑？她把自己放入毕业生的角

色中，在不同招聘网站投递简历，体验求职过程。这样的

角色体验，使刘琳对行业情况、用人需求和学生的求职心

理等感同身受。有了经验，刘琳就能根据学生的情况和对

工作的诉求，精准地推送就业岗位信息。不但如此，她还

能以招聘者的视角帮助学生完善简历，指导学生面试。

如何为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就业服务？辅导员廖松

城有自己的一套，他的做法是用好学生骨干，变工作对象

为工作力量。学生入校之初，廖松城就建立了一支学生骨

干队伍。进入就业季，这支学生骨干队伍发挥了不小的作

用。廖松城一发布岗位信息，学生骨干就将这些信息及时

发给有关同学，形成一张有效的信息网，及时、准确、有效

地推送就业信息。每一名学生骨干都能带动和帮助多名

同学找工作，比如学生骨干杨晨，入职一家中国 500 强企

业，因为他的优秀表现，该企业又让他推荐了两名同学入

职工作。

“求职时没有经验，家人也帮不上什么忙，幸好有辅导

员的鼓励和帮助，为我推荐用人单位。”毕业生王丽现已入

职厦门一家茶叶公司。付志燕是王丽的辅导员，她认为，

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更需要辅导员用心用爱陪伴。平

时，付志燕就对困难家庭学生给予特别关注，对专业课成

绩比较出色的，鼓励他们走升学路径；对有求职意向的，则

积极为他们推荐工作岗位，她还鼓励学生积极参军入伍，

报效祖国。今年，付志燕所带的两个毕业班级中的困难家

庭学生全部就业，这让付志燕颇有成就感。

在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像刘琳、付志燕、王路桃、廖松

城等老师一样，全校毕业班辅导员共同为毕业生就业倾注

心血，千方百计助力毕业生圆梦。

英雄是时代闪亮的坐标。崇尚英雄才

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前不久，在全省政法英模先进事迹报

告会上，六位政法英模集体和个人代表深

情讲述了各自在岗位上忠诚担当、履职尽

责的故事。

他们坚守平凡岗位，守护一方安宁，捍

卫公平正义，厚植为民情怀，用忠诚与奉

献、敬业与担当，勾勒出一幅江西政法英模

的群体画像。

披荆斩棘 守护一方安宁

缉毒警察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在

20 余年的缉毒生涯中，萍乡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副支队长张凌峰多次与死神擦肩，流

血负伤更是常有的事。

时至今日，回想起 8 年前主办的一起

特大贩毒案，张凌峰仍记忆犹新。当时，案

件进入收网阶段。在摸清主犯李某的行动

轨迹后，张凌峰和战友们在国道附近设卡

堵截，遭遇李某驾车疯狂冲撞。张凌峰一

把推开战友，冒着危险跳入李某车中试图

将其控制，不料李某继续加油冲撞，危急时

刻，张凌峰果断开枪将其击伤并擒获。事

后搜查时，在驾驶台的储物箱发现了一把

已经上膛的改装猎枪。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面对的是什

么。也许是锋利的砍刀，也许是已经上膛的

枪。”张凌峰说，“警察也不是钢筋铁骨，身后

也有妻儿老小，但危险面前，我们不上谁上！”

守万家灯火，护一方安宁。数年来，省

饶州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赖华荣默默坚

守，用行动书写忠诚担当。

省饶州监狱连续 20 年保持监狱安全，

2019 年被司法部评为全国监狱工作先进

集体。

平安是监狱工作的主旋律。在赖华荣

看来，每改造好一个罪犯，就能挽救一个家

庭。在他的带领下，省饶州监狱不断营造

安全公平的改造环境，注重保障罪犯的合

法权益，打造“阳光监狱”，还多次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服刑人员家属进监帮

教。一系列行动如春风化雨，让服刑人员

走向新生。

忠诚担当 捍卫公平正义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用心用情

办好每一个案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

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这是新余市渝水区人

民法院仙女湖法庭庭长管东长数十年如一

日的坚守。

多年前，在一起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

廖某起诉称，被告先后向其借款共计 50 余

万元，一直拖欠未还，并提供了借条、现场

照片等证据。管东长在认真查阅案卷时发

现重大疑点，后来根据查实的情况，依法作

出驳回原告廖某诉讼请求的判决。事后，

廖某多次扬言要进行报复，面对威胁，管东

长没有畏惧。“依法办案，不得罪人，就要得

罪法律。”头顶国徽、肩扛天平、胸怀正义，

管东长常说：“害怕我就不当法官了。”

如何让公平正义照亮每一处隐秘角

落？多年前，这个问题在乐安县人民检察

院鳌溪检察室主任刘莹心中已有答案。在

协助检察官办理一起儿童被侵害案件过程

中，当看到被侵害女孩一直抹泪，心痛之

余，刘莹思考更多的是，在看不见的角落，

还有多少苦苦挣扎的孩子？

2018 年秋天，刘莹联合当地妇联的同

志组建了一支普法志愿者小分队，走进乐

安偏远乡村学校。在不断走访调研中，她

发现，乐安全县近 39 万人口中，有三分之

一外出务工，较多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易受

侵害。她意识到，要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到关爱与保护未成年人的行动中。

在县检察院党组积极推动下，2020 年

8 月，乐安县成立“刘莹姐姐工作室”，组织

了一支 3000 余人的志愿者队伍，通过研发

课件、线上培训、线下宣讲、送戏下乡等多

元化方式，织起一张未成年人关爱与保护

网。目前，未成年人关爱与保护巡讲活动

已在该县 180 余所学校、170 余个行政村实

现常态化、全覆盖。

胸怀大爱 厚植为民情怀

人民至上、为民解忧。“人民”二字，重

若千钧。

樟树市委政法委干部肖秋龙出生在樟

树市临江镇一个偏远村庄。在他儿时的记

忆里，每当村民因琐事发生纠纷，村里有威

望 的 长 辈 就 会 站 出 来 主 持 公 道 、化 解 矛

盾。从小的耳濡目染，在他心中播下一颗

为民解忧的种子。

2020 年的一天，一对母女因女儿学习

问题发生争吵，此后孩子一度厌学甚至产

生轻生念头。为了帮助母女化解矛盾，肖

秋龙在工作之余，反复与这对母女沟通，经

过半个月的努力终于让双方重归于好。就

这样，来找肖秋龙的人越来越多，让他萌生

了组建工作室的想法。如今，依托“老肖工

作室”，为 100 余名青少年解决了成长的烦

恼。在“老肖工作室”的示范带动下，樟树

市涌现了 32 个品牌调解室，近年来共排查

调处矛盾纠纷 1.2 万起，成为基层社会治理

的重要力量。

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筷子巷派出所

是“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邱娥国曾经工作过的地

方。这里地处南昌老城区，辖区户籍人口

7.5 万余人，商铺林立、人口密集，治安环境

较为复杂，矛盾纠纷多发。

多年来，筷子巷派出所所长陈欣带领

派出所民警传承邱娥国同志“串百家门，认

百家人，知百家情，办百家事”群众工作法，

每天下社区不少于 4 小时，每周不少于两

次错时上门，每周走访住户不少于 50 户，

努力把服务送进群众家里，把工作做到群

众心坎里。

居民冯某是辖区一名刑满释放人员，

身患疾病、生活困难。社区民警周春华在

走访时了解这一情况后，先是帮他找了一

份看守电动车的工作，后又帮助他接手经

营起一家招待所。如今招待所生意红火，

冯某日子越过越好；今年 3 月，社区民警熊

俊伟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辖区居民尚某

和赵某曾是一家国企的同事，18 年前因单

位改制产生过节。后来，派出所民警积极

联系社区，找到部分退休干部，组织双方进

行调解，最后让双方冰释前嫌。

以忠诚担当为底色，以为民造福为亮

色。一位位政法英模正以更加昂扬的精神

状态和奋斗姿态，继续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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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是时代闪亮的坐标
——全省政法英模代表群像扫描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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