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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4日，江西省第五届“农行杯”

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南昌落幕。乡村

是创新创业的热土。立足江西农业特

色优势资源，着眼农业新质生产力发

展，江西以赛促创，让这项已经连续举

办 5 届的赛事，吸引一批批理念新、模

式好、成效佳的农村创业优质项目和

优秀人才登台竞技，为我省农业产业

化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参赛项目“小而美”

《一 粒 上 堡 梯 田 米 的“ 新 征 程 ”》

《高科技赋能新产业，打造果蔬加工绿

色 未 来》《一 块 豆 腐 背 后 的 产 业 化 之

旅》《“鹿”鸣黎川“菌”助振兴》……在

本届农村创业大赛决赛现场，选手们

在路演中结合大米、蔬菜、菌菇等农产

品，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

“今年的参赛项目包含特色种养、

精深加工、市场流通、品牌打造、农村

电商、休闲养生等各个方面，突破了以

往集中在种养、农村电商或休闲农业

的局限。”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

处副处长吴菲告诉记者，赛事主办单

位在项目选择上，更加注重体现我省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典型示范效应，以

创业典型推动农业产业更好发展。

全国农村创业大赛资深评委景大

智在观看了选手们的路演后表示，今

年的参赛项目给了他很多惊喜，涌现

出很多“小而美”的项目，这些项目特

色鲜明，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好的创业项目也吸引了金融机构

的 关 注 。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江 西 省 分 行

为两个决赛项目分别提供 1000 万元和

500万元的授信额度。

“新农人”成“兴农人”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青年创业人员成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本届农村

创业大赛上，记者欣喜地发现，一批高

学历、高层次的青年人才进入农业创

业领域。

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的刘金萍就

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作为从农村走出去的青年，我利

用自己的专业所长，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研发了具有独

特口味的新产品，并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让黄元米果这一

赣州特色美食能走向更远的地方。”2022 年，刘金萍创办

江西省梯田阿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黄元米果加工为

核心，联动水稻种植、民宿餐饮等产业。目前，公司年种

植大禾米 800 多亩，带动周边农户扩种 2200 多亩；黄元米

果年产量 1500多吨。

江西民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严爱根，是一名

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严爱根的家乡抚州市临川区，是我国灯芯草主要生

产基地，占据了全国灯芯草原料市场份额的 90%。但受限

于生产工艺、产品开发、产业链条开拓等多种因素，好产

品卖不出好价格。

为了提升灯芯草的附加价值，从沿海地区回到家乡

的严爱根投资建设灯芯草精深加工车间，并与江西中医

药大学合作，联合开发了灯芯草煲汤料、灯芯草茶品、灯

芯草蒸笼草垫、灯芯草足浴包等 10 余款新产品，将灯芯草

“吃干榨净”。

“以新求质”成为新趋势

“以新求质，攀高向强”是今年大赛的主题，也成为参

赛选手的共同追求。

廖俊龙，此前独立创立了一家互联网企业，2021 年回

到家乡赣州，接手母亲创办的腐乳品牌“隔壁阿姨”，开始

用互联网思维经营江西隔壁阿姨食品有限公司。

“要在豆制品市场形成规模化优势，需要通过数字化

提高效率，并以标准化、智能化生产代替传统生产方式。”

廖俊龙表示，豆制品加工行业有着超 2000 亿元的市场，通

过数字赋能，可以实现生产、运输等方面的节本增效，并

实现最大程度的规模化生产。目前，公司投资的豆制品

园已完成 5 万平方米（总规划 10 万平方米）建设任务，项

目建成后，可实现豆腐、百叶、豆干等产品全自动化生产，

日消耗大豆 80吨至 100吨。

一个蔬菜基地引进南昌大学谢明勇院士团队的先进

技术，突破益生菌生产技术瓶颈；某油茶企业组建了一支

由农林学、食品工程学、营养学等多领域专家组成的研发

团队；一家翘嘴鲌养殖企业成立 6 年来，先后获得 5 项发

明专利……今年的参赛项目特别是决赛项目，不少都重

点推介了自己的科研创新能力。

我省也因势利导，紧密结合农业产业发展需求，精准

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今年以来，我省实施高素质农民培

育计划，7848 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骨干接受了

全产业链培训。

12月 1日，安福县寮塘乡永联昌盛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人正在赶制出口订单。该企业创办十余年，不仅推动了当地

经济发展，还让200余名脱贫户、留守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近日，一则好消息从北京传来：联合

国粮农组织（FAO）-全球环境基金（GEF）
江西省湿地保护区体系示范项目（以下简

称“FAO-GEF 江西湿地项目”）通过独立

终期评估，获得“高度满意”的评价等级。

该项目于 2017 年 1 月启动，历时近 8 年，给

江西带来了什么？记者进行了关注。

完善湿地保护蓝图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与森林、海

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

江西湿地总面积 127.56 万公顷，占国

土面积的 7.64%，其中鄱阳湖是中国最大

淡水湖，在全球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

域均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我省以‘FAO-GEF 江西湿地项目’

实施为着力点，加快构建湿地保护制度体

系，修订《江西省湿地保护条例》，出台一

系列湿地管理规范性文件，逐步建立湿地

保护协调和管理框架。”省林业局总工程

师李木兰表示，湿地保护被纳入各级政府

重要议事日程，湿地保护跨部门、跨地区

协同成为现实。目前，全省有国际重要湿

地 2 处、国家重要湿地 2 处、省级重要湿地

52处，省级以上湿地公园 109处。

2022 年 1 月，万年县在全省率先进行

湿地资源运营机制改革试点，目前已完成

湿地资源指标交易 3 次，交易面积 22.06 公

顷，交易金额共计 2442 万元，其中 40%用

于湿地修复和补偿。

这是“FAO-GEF 江西湿地项目”专家

助力我省推广湿地资源运营机制改革的实

践，为我省探索出一条湿地资源价值可实

现、湿地资源可持续融资的新路子，进一步

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路径。

增强湿地保护能力

在“FAO-GEF 江 西 湿 地 项 目 ”推 动

下，我省在鄱阳湖区建立并正常运行 7 个

湿地保护基层站，配备巡护监测设备 200
多台（套）。项目办组织了 114 场能力提升

培训，提升了湿地保护机构管理能力和人

员队伍的业务水平。该项目还在万年县

投入资金 87.55 万元，撬动社会资本 2000
余万元投入湿地保护。

11 月 21 日，在鄱阳湖的重要碟形湖常

湖池内，工作人员打捞刺苦草上岸，并认

真数着其新发的冬芽。这标志着刺苦草

首次被移栽至鄱阳湖试点成功，为后期鄱

阳湖沉水植被恢复及湿地生态修复打下

基础。

“刺苦草培育从实验池塘成功走向鄱

阳湖，这初步证明我们探索了一条恢复鄱

阳湖湿地生态的技术路径。该培育技术

目前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发明专利，

进入公示阶段。”“FAO-GEF 江西湿地项

目”监测评估专员欧阳峰说。

针对近年来鄱阳湖水位变化带来的

影响，“FAO-GEF 江西湿地项目”专家在

湖区进行沉水植被恢复等各类研究，特别

是在极端干旱情况下提出应急预案——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抢救性修复朱袍山湿地

74 公顷、三山湿地 148 公顷；在湖区推广刈

割纤维化苔草做法，为雁类候鸟、河麂提供

食物。专家们还为白鹤、东方白鹳、长江江

豚、河麂等重要物种分别制定保护监测计

划，连续 6 年出版监测年报，为可持续开展

湿地生物多样性监测奠定基础。

提升湿地保护的“IP效应”

12 月 4 日，记者走进永修县吴城镇同

兴村的慈果蓝莓生态园，只见 20 多名村民

正在施肥。2021 年起，“FAO-GEF 江西湿

地项目”每年为该生态园提供有机肥、防

护网等，蓝莓品质和销量不断提升，生态

园吸纳当地近 60 名退捕渔民就业，带动 87
户脱贫户“认领”蓝莓树且户均年增收近

800 元 。“ 我 每 年 从 蓝 莓 收 益 中 拿 出 5000
元，作为鄱阳湖湿地保护公益资金，用于湿

地及候鸟保护宣传教育、湿地管理巡护、候

鸟救护等。”生态园负责人张海平说。

为破解“人鸟争食”难题，实现湿地保

护与湖区发展双赢，“FAO-GEF 江西湿地

项目”探索社区共管模式，开展“替代生计

活 动 ”，带 领 居 民 摸 索 生 态 旅 游 、有 机 种

植，发展了一批如永修县蓝莓种植、庐山

市“稻鸭鱼”生态种养、都昌县生态养鱼等

产业，既减少生产活动对越冬候鸟栖息影

响，又为退捕渔民就业探索新路子，共计

934人获益，包括 100多名退捕渔民。

调动群众参与湿地和候鸟巡护，提升

全社会湿地保护意识，是“FAO-GEF 江西

湿地项目”追求的长期目标。在项目帮扶

下，都昌县一支由 48 名农村妇女组成的

“巾帼巡护队”，加入了鄱阳湖日常巡护队

伍。项目还促成全国首个以白鹤为主题

的宣教中心建成、自然教育读物《鄱阳湖

的奇趣生活》出版、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

季（周）”举办、两届“发现鄱湖之美”文创

大赛举办，以及在鄱阳湖周边 30 所学校开

设湿地自然教育示范课程、开展湿地与候

鸟宣传活动 160余场……

多 年 来 ，在“FAO-GEF 江 西 湿 地 项

目”支持下，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鸟种记录由 310种增加到 391种，高等

植物记录由 476种增加到 602种，鄱阳湖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向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画卷徐徐铺展。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代理代

表维诺德·阿胡贾表示：“‘FAO-GEF 江西

湿地项目’的实施，提高了江西省湿地保

护体系的管理效率，这不仅有益于对江西

湿地的长期保护，更是对全球生态系统的

重要贡献。”

12 月 3 日，南昌

市 鱼 尾 洲 湿 地 公 园

层林尽染，连片的水

杉林与乌桕树一道，

共 同 构 成 了 一 幅 色

彩斑斓的冬日画卷。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劼摄

以教育家精神构建贯通式育人生态
——看江西师大附中滨江二部（凤凰学校）办学新探索

陈小荣

创办于 2005 年的南昌

市 红 谷 滩 区 凤 凰 学 校 ，是

一 所 公 办 九 年 一 贯 制 学

校。为推动基础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今年 5 月，江西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育集

团 全 面 接 管 凤 凰 学 校 ，成

为 江 西 师 大 附 中 滨 江 二

部 。 这 一 举 措 ，为 即 将 迎

来办学 20 周年的凤凰学校

注入了强劲动力。

学校深度融合江西师

大 附 中“ 做 有 责 任 的 中 国

人”的校训内涵，创新提出

“生·长”教育理念。该校

以“ 构 建 人 与 环 境 交 互

‘生·长’新生态”为基座，

把“ 让 教 师 站 在 学 校 发 展

的 正 中 央 ，让 学 生 站 在 未

来 发 展 的 正 中 央 ”作 为 办

学准则，把思想高贵、气质

优雅和处世从容作为育人

目标，把江西师大附中“做

有 责 任 的 中 国 人 ”校 训 作

为育人使命，把“让凤凰看

见世界，让世界看见凤凰”

作为愿景。

“ 生·长 ”教 育 的“ 生 ”

表 现 为 生 命 、生 涯 、生 活

三个维度，“长”是指过程

性 的 成 长 、生 存 的 长 处 、

发 展 的 长 远 ，让 学 生 在

“ 生 ”和“ 长 ”三 维 交 互 中

走向未来。

“生·长”教育图谱

愿景

使命

育人目标

办学准则

让凤凰看见世界
让世界看见凤凰

做有责任的中国人

高贵 优雅 从容

让教师站在学校发展的正中央
让学生站在未来发展的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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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课堂模型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目的是提高教育质量。学校主要负责人表示，要着眼于

“教好”“学好”“管好”，以办学 20周年为新动力，以“生·长”教育为理念，将“生命、

生涯与生活”作为目的，把“成长、长处与长远”作为路径，在集团办学的赋能下发挥

自身优势，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以集团贯通培养提质

江西师大附中教育集团现有 11 个校区，

以高中优质办学为龙头，涵盖幼、小、初、高

四个学段，包括标准赛道（中高考）、科创赛

道（竞赛）、国际赛道（国际化）、特色赛道（艺

体）四个赛道。

滨江二部（凤凰学校）依托集团办学的

多元格局，将小初一体化培养对接到集团办

学轨道上。比如，从小学开始培养排球、篮

球等拔尖人才，并输送到附中集团对应的发

展赛道上，既提升学校品质，也为集团办学

贯通式培养提供分校模式。

以文化贯通育人赋能

学校京剧项目已持续开展 16 年，并获第

二批南昌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在现有成

果 基 础 上 ，学 校 深 度 探 索“ 融 学 科·项 目

化·多 元 化 ：1+N 非 物 质 文 化 进 校 园 ”项

目 。 通 过 深 度 挖 掘 以 京 剧 为 主 元 素 的 育

人 方 式 ，打 造 以 京 剧 为 主 体 ，涵盖永新小

鼓、瑞昌剪纸等非遗技艺“展·学·传”一体文

化矩阵。

优化课程设置，开设以京剧为代表的非

遗技艺选修课、“学科+非遗（学科融合）”“社

团+非遗（项目融合）”等一系列课程及活动，

引导学生在表现、创造、欣赏、融合中传承非

遗技艺，真正实现文化传承的核心目标，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以学科贯通提升思维

学校积极引领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探

索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持续

推进学习共同体建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

创新精神，构建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

高效课堂，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以“三重——高效、建构、发

展课堂”为整体，扭转课堂教学内容应试技

术化取向，通过教学内容重构、教学方式转

变、教学空间扩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促进

学科素养提升和身心全面发展。

在“生·长”课堂上，学校重点打造“‘凤

凰·风’：童·诗·经创意写作”。该课从儿童视

角出发，通过读诗歌经典《诗经》，模仿《诗经》

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分段进阶跨学科创

意写作“风·雅·颂”。以《诗经》为蓝本，与京

剧项目呼应，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人

文底蕴；立足文学性，以语文学科建设载体，

读写融合落实学科核心素养——文化自信与

审美创造；借助《诗经》的语言风格和“风·雅·

颂”体系具有的螺旋式进阶性，将“风”清丽

自然、纯朴通俗、歌谣体融合，实现创意读写

全员参与；“风”的歌谣性可以让更多学科融

入进来，将各学科的必备知识创编成歌谣，

形成“英语·风”“数学·风”“历史·风”等系列

项目，实现学科写作全覆盖。

以“五育”贯通美好生长

学 校 因 地 制 宜 ，将 教 室 长 廊 空 地 作 为

“五育”融合舞台，推广微种植项目。在老师

的带领下，孩子们从挑选种子、准备土壤，到

细心播种、浇水施肥，设计种植项目牌，写观

察日记，聚焦种植进行微写作比赛和摄影大

赛，将摄影成果和写作成果以图文形式编辑

成册。

小小的花坛，不仅种下了希望的种子，

更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热爱生命、尊重劳动

的种子。微种植，让校园充满生机与活力，

让师生在与生命的亲密接触中，领悟成长的

真谛与收获的幸福。

课题研究 发展

课堂

冬日画卷

2017年1月启动，历时近8年，“FAO-GEF江西湿地项目”给江西带来了什么——

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画卷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碧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