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3 日，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种粮大户通过智慧农机系统，

调度多台农机一起在高标准农田翻耕土地。近年来，新余市强化农

机作业信息共享、农机智慧系统调度、新技术示范推广，为粮食增产

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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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县人民检察院崔晶、南丰县人民检察院张

建云、崇仁县人民检察院黄璐……她们都有一个共

同的称谓——刘莹姐姐，其工作职责是保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

“刘莹姐姐”人物原型刘莹，是在乐安县人民检

察 院 工 作 了 十 余 年 的 干 警 。 由 于 业 务 能 力 出 众 ，

2020 年 8 月，成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刘莹姐姐工作

室”，致力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2022 年 8 月，抚州

市升级推广“刘莹姐姐工作室”品牌，促进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走进基层。

目前，《抚州市“刘莹姐姐工作室”工作发展实施

方案（征求意见稿）》正在向 19 个部门征求意见。抚

州市将建立健全党委政府高位推进、检察机关一体

履职、成员单位协同配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未成

年人犯罪预防和保护工作机制，把“刘莹姐姐工作

室”打造成抚州“儿童友好城市”名片。

打造品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老喜欢”“老激动”……3月初，记者在抚州市人

民检察院采访刘莹时，她脱口而出的话语带着东北

口音。2011 年，刘莹从吉林延边来到乐安县，成为乐

安县人民检察院的一名干警。

回忆“刘莹姐姐工作室”的成立，乐安县人民检

察院原检察长杨建军认为，当时通过模范人物推动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形成品牌的思路是正确的。他解

释道，2018 年 10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号检察

建议”，预防未成年人性侵害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乐安县 38.8 万人口中有超过 13 万人外出务工，留守

儿童是被侵害及犯罪的高发人群。

“刘莹主动请缨，联合县妇联和检察院的同事成

立普法志愿者小分队，到基层一线进行普法教育。”

杨建军说。2020 年 8 月，“刘莹姐姐工作室”正式组

建。工作室创新推行“4+3”工作方式，聚焦维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三大任务，设立案件办理、法治宣教、社会工

作、媒体宣传四个团队，构建“党委政府高位推动、职

能部门齐抓共管、覆盖县乡村”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格局。

两年后，“刘莹姐姐工作室”走出乐安，成为抚州

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品牌，带动抚州市 11 个县

（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联动发展。

抚州市检察机关“刘莹姐姐工作室”为低龄儿童

创编“儿童自护操”、收集“微心愿”、拍摄公益微电

影，呼吁社会关爱留守儿童；为中小学生开展防侵

害、防溺水、防拐骗、防校园欺凌等教育；创新研制

“刘莹姐姐 VR 产品”，开通可视的“刘莹姐姐微课

堂”、可听的“刘莹姐姐 FM”，将法治理念送进千家万户。

“力争做到让全市近 70 万名孩子及 300 多万群众都能听到并听懂我们讲

的法律知识，积极参与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工作。”刘莹说。

提升品牌，挽救迷途少年

三年来，抚州市检察机关以“刘莹姐姐工作室”为抓手，主动担当作为，全

面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实现品牌提升、工作增效。“刘莹姐姐工作室”

先后获“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等荣誉，入选第八批“全国学

雷锋活动示范点”“江西省网信普法教育示范基地”，刘莹本人获评“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

“荣誉多了，压力更大了。不过，这也是对‘刘莹姐姐工作室’品牌的认

可。”刘莹现在被抽调到抚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开展“刘莹姐姐工作

室”品牌推广工作。

这些年来，抚州市两级检察机关成立了 12 个“刘莹姐姐工作室”，还在全

市中小学校成立了校园“刘莹姐姐工作站”，推选出 842 名校园“刘莹姐姐”。

她们走进偏远农村和学校，走近那些被侵害的孩子，为他们开展事前犯罪预

防、事中帮教、事后救助等工作。在她们的努力下，一些被侵害的孩子从刚开

始拒绝沟通，到后来依依不舍地问：“刘莹姐姐，您下次什么时候来看我？”

“检察官姐姐，我现在在厦门上班，能自食其力了……”收到来自帮教对象

小亮（化名）的信息，乐安县人民检察院“刘莹姐姐工作室”的检察官总算松了

一口气。

2022 年的一天凌晨，一伙年轻人砸碎汽车车窗，盗走车上财物，其中一名

犯罪嫌疑人小亮刚满 16 岁。小亮刑满释放后，刘莹与其开展交流谈心和心理

疏导，鼓励他积极面对未来。“我们工作室团队本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织密司法保护之网。”刘

莹说。

近年来，抚州市检察机关打出“心理疏导+训诫+督促监护令+家庭教育指

导”组合拳，对涉罪未成年人常态化关爱、个性化精准帮教，挽救迷途少年。三

年来，全市检察机关成功帮助 200余名罪错未成年人返校就学、回归社会。

推广品牌，构建未成年人保护网

“当我变成我们，微光变成巨大的火炬”，这是抚州市人民检察院“刘莹姐

姐工作室”墙上镌刻的一句话。

“经过三年发展，‘刘莹姐姐’不止一人。”抚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

任胡婉婷说，“如果说，当初创立的未成年人保护平台是一束微光，那么我们现

在努力做的事就是形成巨大的火炬，护航更多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构建家庭、

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网。”

抚州市通过选校园“刘莹姐姐”、组织召开培训会，在小学和幼儿园推广儿

童自护操、“一号检察建议”主题班会等活动，增强学生自护意识和自护能力。

2023 年 6 月，“刘莹姐姐”社会化团队再次扩容，在县区、乡镇、村组吸纳了 2300
余名妇联“刘莹姐姐”，用“检察蓝+巾帼红”共护花蕾绽放，构筑校外未成年人

保护有力屏障……

“经市人民检察院对各县（区）工作室指导，如今已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局

面。”抚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温珍奎说，各县（区）“刘莹姐姐工作室”结合本

地实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各具特色，扎实推进。

东乡区创新“检察+N”方式开展未成年人帮教，乐安、南丰、宜黄建立“特

殊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信息库”，广昌联合多部门设立“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

指导站”……温珍奎说，“刘莹姐姐”已经成为孩子们心中“爱与守护”的代名

词，她是检察官、教师、医生、农民、志愿者，是你、是我、是他！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

之中去”——这是雷锋精神的写照，也是滋养一代代

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

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始终

焕发着光彩，并在时代发展中被人们不断诠释和丰

富。从乡村振兴一线到生态保护前沿，从平日生活延

伸到文化生活舞台，从一个人的无私奉献转换为一群

人的共同行动……多年来，我省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完善精神文明建设体系，持续

壮大志愿服务队伍，涌现出一大批学习雷锋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直抵心灵。他们怀揣乐于助人的

初心，虽年龄、职业各不相同，却共同把光和热无私

奉献给社会，将雷锋精神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的赣鄱

大地之上，时时温暖着你我他。

老支书胡克丰 2008 年离开万载县茭湖乡上峰村

村干部岗位后，初心不改，步履铿锵奔走在乡村公益

道路上。作为公益电影放映员，2010 年以来，他跑遍

了周边 42 个村庄、15 所学校、4 个敬老院，不辞辛劳

地为村民们点亮乡村文化生活。

这样的力量，源自个人，却如涓涓细流般汇聚成

河，共同为社会织就一幅美好画卷。

江西农业大学绿源协会坚持进学校、进社区、进

农村，协会成员的足迹遍布 20 余个市县，成为生态环

境保护的公益科普员。20 多年来，协会致力于保护

母亲河，定期开展巡河护河、河道清理等志愿服务活

动，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江碧水。

在全南县，公益团队“祝平爱心团队”为大家所

熟知。30 年来，创始人李祝平自学手语，无偿教授

300 多名听障人士学习理发技艺，免费为他们提供食

宿，还出资 10 万余元资助 70 多名徒弟开店创业。他

和徒弟们组建“祝平爱心团队”，每月到敬老院为老

人免费理发，参加各类爱心志愿服务。

他们立足本职岗位，坚守工作一线，干好每一件

小事，甘做一颗平凡而坚韧的“螺丝钉”。

“乡间 120”，是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新圩村村民

对卫生所医生陈桂平的美称。陈桂平 3 岁时意外失

去了右臂，但他始终保持孜孜不倦的学医之心。身

残志坚的他不仅创办了村卫生所，还免费为困难村

民看病，让大家得以“小病不出村”。医者仁心。多

年来，陈桂平先后资助 200 余名困难学子，用独臂守

护父老乡亲 20余载，赢得群众赞誉。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陈桂平用他的行动诠释了

雷锋精神，而像他这样默默奉献、一心为民的平凡英

雄，还有很多。

“我们所长的办公室，是设在人民群众心中的！”

芦溪县银河镇派出所所长廖福来十年如一日，奋战

在基层一线。他的手机里存着 2000 余个辖区居民的

电话和微信，群众的大事小情记满了 20 本工作日志，

群众亲切称他为“最接地气的好警察”。

“她兢兢业业，将‘板凳会议’开在村头树下、村

民家中，也开进了大家心坎里。”浮梁县湘湖镇洞口

村党支部书记程小芳带领村民想法子、找路子，三年

不到的时间，洞口村葡萄种植、菊花培育和肉鸡、土

猪养殖等特色产业欣欣向荣，群众对其赞不绝口。

他们的暖心之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更多人加

入志愿服务行列，犹如点点星火汇聚成炬，为社会注

入更多正能量。

今年 3 月，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吴城保护管理站入选第九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该站致力于守护鄱湖候鸟，热心帮扶湖区困难

群众，成立了“学雷锋志愿宣教小组”等志愿服务组

织，吸引许多热心人士加入候鸟救护工作，为每年来

吴城镇周边越冬的数十万羽候鸟当好守护神。

不啻微芒，造炬成阳。在新余，有这样一群年轻

人，他们因为梦想走到一起，成为消防安全的宣传

员、孤寡老人的贴心人、困境儿童的好玩伴、求学成

才的圆梦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张佳

港志愿服务队。

从小树到森林，雷锋精神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

扎根。走进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光丰小学，在每个

班级的回收箱中，都能看到同学们自觉投放的饮料

瓶、旧报纸等，这样的公益活动已持续近 10 年。近 3
年，学校共回收废纸 3000 多千克、塑料瓶 2 万个，累

计捐赠善款 5 万余元、书籍 1000 余册，师生及家长志

愿服务 1万余人次。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截

至目前，我省共有 13 个集体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学

雷锋活动示范点，15 名个人被命名为全国岗位学雷

锋标兵。在新时代的“雷锋日记”中，动人的“江西乐

章”不断奏响。历久弥新的雷锋精神，穿越时空，绽

放璀璨光芒。

春风和煦，万物竞发。当下，“繁花”上线，人们

踏青出游需求旺盛，“探花”“赏花”频频成为热词。

与此同时，省内不少地方借势开启春季文旅活动，加

快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江西文旅市场一片春意盎然。

3 月 11 日，由九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武宁县文化旅游攻坚行动指挥部主办的“一路繁花

向九江”——繁花向林·武宁启动仪式暨重庆首批千

人团走进中国最美小城主题活动在武宁县西海燕码

头临水广场开启，自此拉开了“一路繁花向九江”赏

春序幕。

3月 8日到 3月 30日，“最美花海·随手一拍”笑脸

征集、油菜花作文征集、花海骑行、“樱为爱 所以艾”

樱花采风、最美油菜花摄影大赛等 12 项子活动，将伴

随游人共赏九江繁花之美。

九江推出不少优惠政策助推赏花游。活动期

间，瑞昌市所有活动免门票。武宁县部分景区继续

推出“全球学子嘉游赣”活动，学子只需通过“云游江

西”平台预约即可免景区大门票。湖口县则在“花开

张青”瓜果小镇第三届桃花节推出前 2000名游客送 8
折采摘券、免生态观光园区门票等优恵政策。

繁花枝头春意闹，婺源也玩出“新花样”。3 月 12
日，“江岭约您上春山、婺源走进大南昌”社区推介活

动走进南昌县贵都国际花城社区。当晚，非遗表演、

景区介绍、乡宿推介、好礼放送等环节吸引了众多南

昌市民参与。

“婺源花海全国有名，趁着这次机会我仔细了解

了婺源的吃住游购。今年我肯定要带全家一起去赏

花。”在互动环节获得一张景区门票奖励的万大妈高

兴地说。

值得关注的是，各景区还推出个性化赏花游，推

动行业创新。

南昌县凤凰沟景区的樱花谷，非遗“打铁花”、烟

花秀、篝火晚会等表演轮番上演，引得游客拍手叫

绝。该景区依托“文旅+”，深挖南昌县乡村旅游文化

底蕴，探索旅游与文化融合新模式，形成具有本土文

化特色的“赏花经济”。

上饶葛仙村则开启春日“寻仙记”，百亩仙花谷、

仙花纸鸢、仙花演艺、仙花祭祀等陆续推出。夜幕

下、灯光里，游客提灯笼着汉服，带来了全新的赏花

踏青体验。

趁着春季，各地还加大了“引客入赣”力度。

3 月 12 日，瑞金市开展了 2024 年“春游红都”百

家旅行社赴瑞金踩线活动。来自湖南的踩线团先后

来到瑞金叶坪革命旧址景区、沙洲坝红井景区、二苏

大景区进行现场踩线考察。踩线团成员纷纷表示，

将根据此次实地考察情况，打造瑞金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引领更多湖南游客来瑞金观光旅游。

“各地纷纷创新推出春季旅游产品，通过整合文

化创意，探索产业融合，既增加了春季出游乐趣，也

为文旅市场增添了活力。”省旅游协会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春季赏花、“探花”满足了人们周末踏青、亲子

休闲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景区及周边住宿、餐饮、

露营、农耕体验、旅拍等消费。放眼全省，“赏花经

济”迅速升温，奏响了乡村旅游春天交响曲。

让雷锋精神在赣鄱大地薪火相传
——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先进事迹综述

卢瑛琦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 斐

“繁花”上线，“探花”“赏花”频频成热词——

春风吹暖“花经济”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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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市人民检察院“刘莹姐姐”在学校开展普法教育。

◀3 月 12 日，兴国县长冈乡塘石村种粮大户组织村民开展播种

育秧。该县积极引导农民通过工厂育秧、大田育秧、集中育秧等形

式，育好早稻秧苗，助力粮食丰产丰收。

特约通讯员 陈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