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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在南昌经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经开法院”），

原告周某和被告张某双方达成协议后签下了民事调解书，一起

涉企纠纷得到化解。拿起调解书，调解员李林豹长舒了一口气：

“这下，心里悬着的石头可算是落地了！”

今年 7 月底，南昌经开区某建材商周某一纸诉状把当地一

开发商张某告到了法院，称张某公司拖欠了其公司建材款共计

1000余万元，导致公司员工工资发不出，濒临破产。

考虑到通过诉讼程序，不仅耗时耗力，增加诉讼成本，还会

影响企业声誉，收到起诉状后，经开法院引导双方当事人通过诉

前调解化解矛盾纠纷。

李林豹拥有企业管理经验，又做过律师，在涉企纠纷调解方

面有一套。这个案子很快被转到了他所在的经开法院“法院+
工商联”调解工作室。

正当李林豹准备全力调解时，遇到了尴尬情况：当事人双方

都不愿意接受调解！

他通过沟通和观察，很快看出了双方的心思——原告周某

希望尽快打官司，一次性拿到货款，让企业渡过难关；被告张某

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打官司没几个月判不下来，公司资金周转困

难，能拖一天是一天。

李林豹没有放弃，再次拨通原被告双方的电话。“要是真打官

司判决了，欠款就得在规定期限一次性支付，对你公司的声誉也

不好啊。”他耐心劝说张某。“打官司至少要好几个月，依公司的现

状恐怕等不了吧，不如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早调解早了结。”

面对周某，李林豹也是苦口婆心。几次劝说之后，双方最终同意

接受调解。就在这时，问题又来了。

“当时，周某拿来了20多本厚厚的出货单作为证据，足足有一

大袋。”李林豹回忆，“没有证人证言，物证也是杂乱无章，万一碰上

虚假诉讼怎么办？”这个问题在李林豹的脑海中盘旋。考虑到这起

民事纠纷诉讼标的金额比较大，证据又不充分，他一边指导原告周

某按照要求梳理证据，找到证人证言，一边组织核查双方企业的股

权结构，并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逐一审查。

补充了证据，排除了虚假诉讼的可能性，李林豹再次组织双

方进行调解。他与双方释法说理讲情，帮彼此分析利害关系，终

于做通了双方的思想工作。最终，这起涉企纠纷得以化解。

从事涉企矛盾纠纷调处4年来，李林豹对此颇有感触。企业之

间合同、经济纠纷比较多，诉讼标的金额小到几万元、大到上千万

元，经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时双方对证据也会有异

议，如果没有过硬的法律专业知识，在案件把握、证据审查等方面

就做不到心中有数，也很难让当事人信服。

“要有犀利的眼神，既能一眼发现矛盾的焦点，又能察言观

色，从对方的表情和言谈中洞察各自的心理。”李林豹认为，在民间借贷纠纷调处中，

这一点特别重要。他见过不少矛盾双方对簿公堂、拍案而起的场景，一起矛盾纠纷

几个月调解不下来也是常有的事。“做调解工作要有耐心，更要有公心，如果不能‘一

碗水端平’，那是调解不成的。”他说道。

在经开法院“法院+工商联”调解工作室，调处矛盾纠纷时，团队有一个约定俗成

的做法，那就是把矛盾双方分开调处。“多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让当事人感觉到你

是来帮助他的。”

作为全省首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昌经开区企业多、涉企案件多。近 3 年

来，经开法院共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1.1 万余件，其中涉企案件占了八成以上。自

2019 年 5 月成立以来，经开法院“法院+工商联”调解工作室平均每年调解涉企纠纷

200多起。今年以来，已调解涉企纠纷 21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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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州窑体验制陶过程、参观白鹭洲书院、欣

赏羊狮慕壮美风光……10 月 16 日至 20 日，由省台

办主办的 2023 两岸媒体江西庐陵文化行活动在吉

安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人齐聚江西，共同

体验赣鄱大地的风土人情。

“你们猜我现在在哪里，我在全是古代‘学霸’

的中国进士文化园……”27 岁的台湾自媒体人李

宜 瑄 第 一 次 来 到 江 西 ，她 感 叹 吉 安 文 化 底 蕴 深

厚。一路上，她对着镜头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我希望用轻松、有趣的旅行短片形式，带给观众

更多快乐，让大家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江西的魅

力。”李宜瑄说。

红墙黄瓦，古榕树郁郁葱葱……在文天祥纪念

馆，祖籍吉安的台湾自媒体人龙世炜，在文天祥雕

塑前驻足停留。她指着雕塑背后的几行字介绍：

“以前只是听说当初建设这里时我的父亲和爷爷都

捐了款，这次看到了他们的名字，我非常感慨，这也

算是身在台湾的我和故乡吉安的一种特殊联结。”

台湾人间卫视编导李芝早在 10 年前就来过江

西。作为资深媒体人，她更注重挖掘庐陵文化背

后的故事，每到一处，她总是走在前面，与讲解员

交流探讨。“像科举、书院、青铜、陶瓷等符号都赋

予庐陵文化丰富内涵，这次活动让我更加了解江

西，感到江西和台湾的距离更近了。”李芝说。

台湾旺旺中国时报记者吴泓勋直呼吉安“惊

艳且美好”。他说：“我更关注江西和台湾交流合

作的内容，将从庐陵文化、台商台企在江西的发展

等方面进行报道。”

海峡两岸情意浓，赣台咫尺一家亲。从 2017
年开始，我省陆续邀请台湾媒体走进江西各地，围

绕客家文化、古代书院文化等主题开展系列采访

活动。省台办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旨在促

进赣台两地文化交流与融合。

“江西和台湾的距离更近了”
——2023两岸媒体江西庐陵文化行活动见闻

朱晨欣

10 月 24 日，在南昌市东湖区赣江之畔，飞机编队从滕王阁上空掠过。当天 15 时许，作为 2023 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南昌飞行大会开幕前的表演项

目，中国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驾驶由南昌本土设计制造的“K-8”教练机，以 8 机编队拉彩烟的方式飞越滕王阁，给市民带来一场空中视觉盛

宴。随后，欧洲环球之星特技飞行表演队以 5 机编队，进行了精彩的城市飞行表演。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教育

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

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中学教育发挥着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作 为 江 西 基 础 教 育 的 一 面

旗帜，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江

西 师 大 附 中 ”）从 20 世 纪 80 年 代 开 始，就在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孜孜

以求。从最初的分散磨尖到组建竞赛班集中

培训，再到专门设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心，

营造全方位创新教育生态，构建科学课程体

系，建立贯通式培养机制，搭建多主体协同融

通平台，助推更多学生走向创新和卓越。经

过多年砥砺深耕，学校逐渐探索出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形成“三环四维五段”全

生态融通式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一流名师团队
护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一流

的师资团队，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根本保

障。江西师大附中着力打造青年教师队伍，注

重选拔培养年轻教师进入学科竞赛团队，同时

以课题研究培养教师的高阶思维，通过深度科

研引领教师团队的综合实力提升。

坚持教练队伍两加强，即科学素养提升与

教学实践探索强化；确定教练队伍三大发展方

向，即高素养、强专业、勇创新；实现教练队伍

专业意识四个统一，即经师与人师的统一，专

业与品质的统一，实验与知识的统一，学科与

实践的统一。经过长期培养，学校组建了一支

由特级教师、学科骨干教师、优秀青年教师等

构成的金牌师资团队，通过协同聚力尽早发

现、尽早培养有特质、有潜能的学生，对不同学

段有突出天赋的学生实行跨学科、跨学段融通

培养，并为其开发贯通式进阶课程体系。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
三环选培机制

如何早发现、早培养？这是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开端。结合国际共识的资优三环理论，

江西师大附中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发现在基础

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往往在智力、创造力、

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具有一些特质，即具有中等

以上的智力或在某个特定学习范畴有过人的

才能；具有高度的好奇心和原创性思维；拥有

较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与学校“做有责任

中国人”的校训一脉相承。这些特质不是个体

与生俱来的，是在与环境的一系列复杂互动中

得以发展形成的。

基于此标准，江西师大附中致力构筑孕育

拔尖创新人才三环选培体系，即对于具备这三

种特质的学生，在不同学段采取不同的方式进

行关注、培养，尤其是在人才培养的启蒙阶段

和发现阶段做好选苗、墩苗、育苗工作。

构建拔尖创新人才
成长规律四维课程体系

构建具有时代特色和校本特色的课程体

系，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抓手。清华大

学“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将学生定位为“领跑

者”，强调其拔尖人才的身份“不是光环，而是

使命；不是荣誉，而是责任”。

实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系统化，就要做好

学校特色课程。江西师大附中在“责任教育”理

念的引领下，全力构建由基础课程、拓展课程、

责 任 课 程 、卓 越 课 程 构 成 的 四 维“ 雏 鹰 课 程

群”。其中基础课程包括国家学科课程和劳动

教育课程等，强调学生全面发展；拓展课程包含

人生规划课程、社团课程、学术能力课程等，旨

在引领学生自主发展，提高综合学习能力和研

究创造能力；责任课程为实践课程，主要包括社

会实践、志愿服务、家国情怀、国际理解等课程，

旨在培育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卓越课程是

校本核心课程，主要包括学科竞赛、强基计划、

科创教育、大学先修、逻辑训练等课程，旨在满

足有志趣、有天赋的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助推

他们走上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之路。

四维“雏鹰课程群”，首要培养的是学生对

社会的关注与科学的热爱，要求学生参与公益

活动和社会实践，深入理解社会，强化国家和

民族认同。其次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学

术研究能力，通过研究性学习，学会深度学习，

提升学术素养。最后培养学生的领导力，要有

韧性和正思维，具备专注力、自我规划和自我

调整能力。

建立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五段贯通机制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

基 于 成 长 规 律 的 螺 旋 式 上 升 的 学 习 进 阶 过

程。基础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首先是

发现，然后是保护和培育。发现，需要慧眼和

洞见；保护，需要胸襟和情怀；培育，需要智慧

和机制。

江西师大附中经过长时间探索，通过开设

不同学段的兴趣班和强基班，打通学段和学科

壁垒，逐步建立一套小初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的五段贯通培养机制，即在启蒙阶段培养兴

趣，在发现阶段加深学能，在选拔阶段科学遴

选，在培养阶段夯基铸魂，在提升阶段强化磨

尖。五个阶段各有特色、各具重点，各有计划、

各排课程，同时全面及时对接五大学科竞赛和

强基计划、领军计划、英才计划、卓越计划、攀

登计划等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动态调

整、与时俱进。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从小学起与

中学、大学联结，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全生命周期

的培养链。江西师大附中主动与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联

合创建拔尖创新人才共育基地，开设大中衔接

课程，对接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措施，邀请诺贝尔

奖获得者、英雄航天员、两院院士、高校教授来

校讲学，激发学生科技强国梦想，搭建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大中小学一体化建设平台。

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全生态系统

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

事关人才全局的系统工程，需要教育主管部

门、社会、高校、家庭与中学协同推进，以实现

资源融通，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

通过多年实践与探索，江西师大附中逐渐

构筑完整的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生态系统，主要

体现在：重构系统，成立拔尖创新人才培育中

心，将教练培育、学生选培、家校互动、集团共

育等全方位统一协调；共享平台，依托高校附

属中学的优势，发挥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

大学等高校的国家级实验室资源优势，突破中

学实验条件不足的瓶颈；资源整合，与兄弟学

校共研、共享、共进，以委托培养、联合教研、跟

岗学习等形式，实现对薄弱县域高中帮扶共

建，与全省 11 个设区市头部高中搭建全省双

新示范校协作体，助力全省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政策支持，2023 年南昌市推进普通高中特

色化发展，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使初中、高

中学段拔尖创新学生贯通培养成为可能。江

西师大附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是孤立、封闭

的特殊人才培养，而是要创设一个基于所有学

生、惠及所有学生，又立足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坎坷之路，终抵群星。经过多年艰苦探

索，江西师大附中“三环四维五段”全生态融通

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交出高分答卷。在

学科竞赛国际赛场上，罗晔、孙皓楠、杨数同学

分别摘得国际数学和化学奥赛金银牌，其中杨

数同学加冕世界冠军，创造江西学科竞赛新纪

录。在五大学科竞赛全国决赛中，学校共获金

牌 51 枚，奖牌近 200 枚，金牌数和奖牌数均位

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在全球、全国各大科

创大赛上，翁亦豆同学在 2019 世界脑科学大

赛中斩获世界冠军，顾明睿、辛玉桥等同学在

2020、2021 年 连 续 两 年 荣 获 中 国 国 际“ 互 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萌芽赛道创新潜力

奖，一批学生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全国青少年

无 人 机 大 赛 等 科 创 大 赛 中 斩 获 全 国 冠 军 。

2021 年，江西师大附中被团中央评为全国首批

百个“小平科技创新实验室”示范建设类学校。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

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新征程上，江西师大

附中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

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

标要求，以 80周年校庆为新起点，持续为全国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贡献智慧和力量。

刘标秋 盛常春 肖贤民/文

（图由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提供）

构建“三环四维五段”全生态融通式人才培养体系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致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三环四维五段”全生态融通式人才培养体系2022 年全省学科竞赛颁奖大会在江西师大附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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