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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一辆越野车在

蜿蜒的小道上行驶，爬陡

坡，涉浅溪，越野车女司

机李娟的车技受到车上

游客称赞。“租车体验丫

山的越野项目真是太刺

激了。”游客李伟说。

7 月 16 日，大余县丫

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青

山被薄雾笼罩，淅沥的小

雨，挡不住游客参观游览

的热情。

体验结束后，李娟驾

驶 越 野 车将游客送到大

龙山生态酒店，她一边招

呼游客下车，一边换上酒

店制服，来到前台为游客

办理入住手续。李娟既是

景区越野车队的司机，也

是酒店前厅部经理。

“丫山有科学合理的

人才考核、激励机制，员

工对才艺的学习和运用

与绩效考核、岗位晋级、

福利待遇等直接挂钩。”

丫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总经理韩磊说，员工每学

习一项才艺，就可获得一

份相应的收入。

如 何 兼 顾 不 同 岗 位

的工作？景区鱼馆餐厅

经理黄海燕告诉记者，她

以餐厅工作为主，兼职越

野车司机与景区行政工

作。“工作任务会在工作

群 下 单 ，有 空 就 可 以 接

单，实在没空的话，就会

在其他板块和区域寻找

人手。”进入暑期旅游旺

季，黄海燕每天的工作都

排得满满的，随着工单不

断叠加，她的月收入达到七八千元。

在兰香谷，刘国球正在吹奏洞箫，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兰花清香，让人沉醉。刘国球的本职工作是兰

香谷的保安，此外，他主动学习八段锦等养生操，带游

客练习、健身。

“近几年，来景区康养的游客不断增多，我们根据

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引导员工不断提高素质和服务

水平，更好地适应文旅行业的发展和创新。”丫山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总裁唐向阳说。

对于景区的新人，会有师傅带领，在不同岗位学

习、体验。20 岁出头的蓝业兴大学毕业后，入职景区

导游部。半年来，他在师傅王俊的带领下接待游客，

并参与红培研学项目的策划与宣传。“拓宽了视野，也

锻炼了自己的胆量，在工作中更自信了。”蓝业兴说。

丫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92.6%，是名副其实的天

然氧吧。景区保安赖兴友怎么也想不到，从小见惯了

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会在自己的手上成为“艺术

品”。雨后初晴，空气清新。赖兴友带上工具与游客

一起进山识别植物、花卉。“丫山景区植物资源丰富，

虎 耳 草 、燕 尾 蕨 、小 叶 赤 楠 等 都 可 以 用 来 做 盆 景 花

艺。”赖兴友说，在一次草木花艺活动中，他用草木、石

子搭了一个盆景，并用黏土捏了丫山常见的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白鹇，“游客觉得太美了，想带回家。”赖兴友

说，大自然的美是真实的宝藏，绿水青山、一草一木，

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景区通过大余县就业部门，不定期

发布招聘启事，为周边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目前景区

员工有 600 余人，八成以上是大余县居民，旅游业的发

展，也为周边村民带来创业机遇。

“以前我们村只有一个小卖部，现在餐饮店、民

宿、土特产店、杂货店都有。”黄龙镇叶墩村村民刘财

香说。丫山已从一个无名小村变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保护生态成为周边村民的共识。搭旅游车、走致

富路，在外务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家，通过土地流转、入

股分红、民宿经营等方式，共同建设美丽家园。

傍晚，李娟再次拉上游客，驾驶越野车驶向丫山

最高处——云野驿。凭栏远眺，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

信心。

景区工作人员教游客识别植物。

乘改革长风 扬法治之帆
——江西推进政法改革走深走实综述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 静

连日来，全国美术界人士与高等院校师生、游客纷纷来

到省美术馆，观看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工艺美术与

陶瓷艺术作品展。参观展览的门票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状

况，网上预约的参观时间已排到了 7 月底。这种火爆的场

面在我省并不多见。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马锋辉介绍

了此次展览的看点。他说：“此次展出的 147 件工艺美术作

品和 237 件陶瓷艺术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既有新

探索，又有新突破，充分展现了现阶段工艺美术与陶瓷艺术

领域的整体风貌与艺术水准。从展出的工艺美术作品来

看，许多作品与当前日常生活、公共生活密切相关，这说明

创作者注重运用特别的材料来反映社会文化主题；从展出

的陶瓷艺术作品来看，在陶瓷材料媒介和形式语言的开拓

上，具有鲜明的创新表达，体现出创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

中国美协陶瓷艺术委员会主任白明认为，展出的作品

主题深刻、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在呈现和表达上富有内涵，

在技法和样式上别出心裁，生动展现了当代工艺美术和陶

瓷艺术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

在展览现场，记者遇到入选作品《薪》的作者王赵婧，她

来自湖北，在景德镇陶瓷大学读博士。她表示，她的入选作

品《薪》主要采用的是绞胎工艺，绞胎是种独特的制瓷工艺，

在唐代开始出现。该作品主要体现了传承与创新，作品中

的“薪柴”寓意薪火相传，薪火相传代表了工艺的一种延续。

“千百年来，赣鄱大地的秀美灵动和独特气韵，孕育了

江西别样的工艺之美，形成了以景德镇陶瓷、余江木雕、文

港毛笔、龙尾砚雕、婺源三雕为代表的传统工艺门类。近

年来，江西文艺界依托工艺美术类展览馆、博物馆、艺术类

院校和行业协会，推出了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品。此

次展出的 384 件作品中江西有 65 件。”省文联负责人对记

者说。

省文联负责人希望文旅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进一

步加大对江西的支持力度，把更多美术作品展览、文艺创

作平台放到江西，大力帮助江西文艺事业发展，持续助力

江西文化强省建设，让千年赣鄱文脉展现岁月之美，绽放

时代芳华。

改革，是破解政法工作难题的根本出路，是促进政法事

业长远发展的一把钥匙。

去年以来，江西坚持在改革中答题、解题，一手抓党中

央重大改革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一手抓原创性改革先行先

试，一步一个脚印，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

大至落实司法责任制的系统集成，小至“最多跑一次”

的局部探索，政法改革集成效应、耦合效应不断强化。在江

西这片热土上，公平正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切地

体现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政法

改革的决心、力度和成效中。

政法改革要落到实处，离不开制度的保障。

坚持问题导向，以调研开路——

省委政法委领导分别带队多个调研组，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面准确落

实司法责任制”“法检财物统管改革”，不同的调研课题，均

指向一个目标：政法工作现代化。

避免“碎片化”，善打“组合拳”——

江西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

实作用，集中攻坚某一个政法单位办不了、办不好的重点难

点问题，形成改革“最大公约数”。2024 年重点改革举措清

单编制，40 个重点项目充分衔接、相互耦合；刑事诉讼涉案

财物处置工作指南、案件阅核工作实施办法、涉案企业合规

改革工作指引等 12 项制度文件密集出台，以制度为基，一

场开新图强的变革蓬勃展开。

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是

政法改革的不变初心。

紧盯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问题，扭住司

法责任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江西持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在提高执法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上步步推进。

——司法资源如何科学合理配置？如何化解“案多人

少”矛盾？

以专业化为导向，将员额制改革做精做细。江西着力

完善法官检察官员额省级统筹机制，建立健全员额交流、退

出、递补配套政策，推动编制、员额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倾

斜。目前，全省超过 80%法官、检察官下沉基层。

身着法袍，手持法槌，和普通法官一样伏案阅卷、坐堂

庭审，这是江西基层法院院庭长的常态。

压紧压实入额领导干部办案责任，江西推动入额领导

干部从“幕后”管理全部回归办案一线。2023 年，全省法院、

检察院入额领导干部直接承办案件分别达本系统案件总量

的 65.9%和 70.5%。

——如何加强执法司法责任保障，让法官检察官集中

精力办好案？

深化法检财物统管改革，江西全力支持保障司法机关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2023年，全省市县两级法院和检察院

实际支出安排同比增加5.41%、7.85%，改革效能持续释放。

——入了员额放了权，如何避免权力任性？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司法惩戒常态化开展。去年

以来，省委政法委会同省法院、省检察院办理了一批惩戒线

索，已经依法依规对 6 名法官、检察官实施司法惩戒，并针

对惩戒中发现的问题，发函督促整改、完善制度，司法责任

制真正长出了“牙齿”。

让执法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是政法改革的应有之义。

针对司法责任制改革后一些地方出现的“不敢监督、不

愿监督、不善监督”等问题，江西以制度支撑，用科技赋能，

加快构建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

党委政法委领导监督更加精准高效。省委政法委组建

工作专班，并成立由 173 名员额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法学

专家等组成的案件评查专家库，对各类执法司法问题线索

进行日常甄别研判，推动依法纠正了一批错案，并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

过去，政法各部门间信息不畅通，案件办理程序不够公

开透明。如今，打开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 2.0 版，案件办

理全程留痕，各个环节可见、可查、可控。“全流程覆盖、全周

期上链、全节点监督”的一体化智能协同办案平台，以“数字

刚性”约束“人为弹性”，平台流转案件 22 万余件，发送预警

信息 6万余件。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政法改革的立足点和发力点。

江西坚持把政法改革深度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推

进落实，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法改革就跟进到哪里，力

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

厚植营商环境“法治沃土”——

全省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年活

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深度推进。完善全省政法机关

“1+4+4”政策举措，推出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优化执法

司法协调联动 34 项新举措；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开展专题调

研并推进调研发现的 28 个问题一一整改……一次次推陈

出新，印证着政法改革稳企安商的坚实脚步。

诉源治理改革梯次推进——

江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推广寻乌等

地有益探索，形成“预防在前、全面排查、调解优先、法治保

障、闭环管理”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以改

革的“巧劲”释放出基层治理“大能量”，90%以上的矛盾纠

纷化解在乡村两级。

政法公共服务跑出“加速度”——

从 23 类 165 项高频公安事项在派出所“一窗通办”,到
“诉事速办”“执行信访直通车”高速运转，从更加精准的司

法救助，到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一项项便民、利民的改革举措，改出了政法服

务的温度，改到了群众心坎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新一轮更深层次改革序

幕。乘着改革长风，将“大写意”转化为“施工图”，江西的政

法改革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7 月 24 日，横峰县岑阳镇蔡坞村百亩葡萄进入成熟期，农户

忙碌而有序地采收、分拣、装箱，果园一片丰收景象。

通讯员 薛 南摄

▲7 月 17 日，吉安市吉州区曲濑镇明乐芋头基地，村民正在采

收红芽芋。该基地实行“稻芋轮作”种植模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福清摄

7 月 23 日，上高县敖阳街道商城居委会辖区的孩

子，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纸伞彩绘。暑假期间，该居

委会举办暑期夏令营暨公益培训班，免费为辖区内的孩

子们提供舞蹈、绘画、书法等培训课程，让他们度过一个

充实、快乐又有意义的假期。 特约通讯员 陈旗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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