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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赣州市看守所，笔

者 被 一 封 尘 封 许 久 的 信 吸

引 ，翻开泛黄的信纸 ，两幅

用 圆 珠 笔 勾 勒 的 小 插 画 映

入眼帘 ：一幅画面中 ，一个

小 女 孩 牵 着 一 个 女 人 的 手

在花园里踱步 ，她们聊着、

笑着 ；另一幅画 ，小女孩坐

在窗口 ，望着天上的月亮 ，

她想着、盼着。

3 月 7 日 ，笔 者 走 近

2024 江西“最美基层民警”、

赣 州 市 看 守 所 女 子 管 教 大

队大队长孙志娟，聆听这封

信背后的故事。

画 这 两 幅 插 画 的 是 正

在服刑的赖某，她曾是一名

大学生，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 关 入 赣 州 市 看 守 所 。 四

年多来，深感绝望的她选择

闭 口 不 言 。 孙 志 娟 看 在 眼

里、记在心里 ，为她制定详

细的引导方案，从组织多人

围坐畅聊到单独谈心谈话，

从 关 心 穿 衣 吃 饭 到 身 心 健

康 ，从 法 、理 、情 多 方 面 引

导 ，一步步走进赖某内心 。

最终，一句“生日快乐”，一

场特殊的生日仪式，让赖某

彻底打开心结，配合司法程

序 。 孙 志 娟 激 动 不 已 ，深

知 自 己 付 出 的 努 力 终 未 白

费 。 后 来 ，赖 某 写 信 给 孙

志 娟 ，“ 在 看 守 所 这 人 生

‘第二个家’，是您给了我前

进的勇气和力量。感谢您如长姐般对我推心置腹，

心疼我、知晓我的心事，让我在爱的包围中又挺过

来了”。

被 感 化 的 不 仅 有 赖 某 一 人 ，三 进 看 守 所 的 彭

某，在孙志娟的关怀下，逐渐变得平和、积极，开始

正视自己的过往。

“很多未成年人刚进看守所，为了找存在感，会

不 断 挑 事 ，本 质 是 内 心 感 到 非 常 恐 惧 ，害 怕 被 欺

负。”孙志娟说。彭某性情张扬、在监所内屡屡引发

冲突，让管教民警感到头疼。解铃还须系铃人。孙

志娟对彭某的原生家庭进行调查，跟随办案民警家

访，了解到彭某在幼年时父母离异，由祖母抚养长

大。孙志娟以亲情为切入口开展人性化管教，一有

时间就找到彭某，传递家人的关心关爱。投送监狱

那天，恰逢母亲节，现场唯独彭某的母亲缺席。孙

志娟见状，走过去给了彭某一个大大的拥抱，“以后

要好好改造，积极向上。”孙志娟话音刚落，彭某潸

然泪下。

“她们不是生来的坏人，只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也需要来自长辈的关心关爱。”孙志娟谈到未成年

女性在押人员时说，“要秉持为人父母之心，才能让

她们打开心扉。”为深入了解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

在押人员，孙志娟根据不同人员情况，建立一人一

档，设置了科学的矫正目标，定期更新进展。“从身

心 健 康 、思 想 动 态 、穿 衣 保 暖 、内 务 卫 生 等 各 个 方

面，孙队都会一一记录，真正是在用心用情关心每

一名在押人员。”赣州市看守所女子管教大队副队

长江慧说。

“这些未成年在押人员大多连初中都没念完，

学习对改造和重拾信心会有帮助。”为了能让监管

对象更好地接受教育，孙志娟带着大队民警一起编

写《监所行为三字经》、编排手语操，并组织在押人

员学习唐诗宋词和基础中学知识。2003 年从警以

来，孙志娟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嘉奖一次，荣

获 全 国 公 安 机 关 爱 民 模 范 、全 省 三 八 红 旗 手 等

称号。

“从事监管工作十余年来，我管教过 2000 余名

女性在押人员，看到她们在教育引导下走向新生，

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孙志娟说。在她的积

极推动下，赣州市看守所计划联合赣州市教育局和

妇联力量，走进学校开展普法讲座；在各县（区）街

道成立“巾帼志愿者”团队，有针对性地开展未成年

犯罪预防和教育矫治工作。这一抹藏蓝温柔，终将

飞越高墙，照亮更多迷失者的归途。

近日，一个集志愿服务信息发布、积分

兑换、青年夜校、创 业 分 享 、学 习 沙 龙 等 功

能于一体的多元化青年共享空间——青春

便 利 店 在 南 昌 市 青 山 湖 区 开 业 。 不 同 于

传 统 店 铺 ，青 春 便 利 店 不 对 外 售 卖 商 品 ，

而是青年志愿服务的孵化基地。店铺从设

计到运营处处体现对青年成长需求的理解，

以及对公益事业的积极推动，通过设立不同

的功能分区，为青年提供学习、交流和成长

空间。

3 月 12 日，记者来到位于南昌市北京西

路的青春便利店。它由一家琴行改造而成，

门口亮黄色招牌上的卡通志愿者形象十分

醒目，店门右侧挂着“南昌市青山湖区志愿

者协会”的牌匾。走进便利店，330 平方米的

空间宽敞明亮，店内设置了志愿服务积分兑

换台、学习沙龙聚集地、青年夜校打卡处、志

愿礼遇发布站、青春风采陈列区、创业梦想

分享圈和爱心能量补给点等功能分区。

“人家是卖商品，我们是给青年群体提

供便利。”提到青春便利店名字的由来，共青

团青山湖区委干部安迪介绍，便利店设计了

形象 IP，白天可开展创业沙龙、线下讲座和

路演等活动，晚上还有青年夜校。“年轻人喜

欢什么，我们就想办法开设什么课程，文化、

艺术、中医等内容都有。昨天晚上，我们这

里就请专业老师为十多名青年上了声乐课，

效果非常好。”

记者走进服务积分兑换区域，只见货架

上、橱窗里摆放着各种文创产品和生活用

品 。 行 李 箱 800 分 、保 温 杯 380 分 、钥 匙 扣

150 分、植物盲盒 100 分……根据兑换规则，

青年志愿者每次参加公益活动或志愿服务，

都可以储存服务时长，1 小时等于 1 个积分，

积分累积到一定数量便能兑换物品。

张澜澜是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大

二学生，也是一名热衷公益事业的志愿者。

她向记者展示了手机平台中的服务证明，自

2023 年注册以来，已积累了 400 多分。“不论

是社区活动，还是志愿者协会发布的活动，

我都会积极报名。能体验助人的快乐，还能

获得纪念品，我非常开心，也会带动更多同

学一起参与。”

“店里设立了青山湖区志愿者协会办公

室，志愿者的奖励政策及各类公益活动信息都

能及时传达。我们还有星级志愿者展示平台，

让他们的事迹与奉献精神能更好地展示。”安

迪表示，青春便利店是对青年服务创新的深度

探索与实践，满足青年学习、交流、创业、参加

公益活动等多方面的需求。“今后，我们还会不

断拓宽服务范围，引领更多青年为南昌市、青

山湖区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冰雪运动似乎长期受一根神秘的线所

牵引，那就是北纬 40°线。本世纪以来，冬奥

会的所有奖牌中，除去少数来自南半球之

外，几乎全部来自北纬 40°线以北地区。

江西，地处北纬 24°29′14″至 30°04′41″之
间，属于亚热带中部地区。这样的地理位

置，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江西能否开展好冰

雪运动？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

影响下，江西破冰前行，如今已春江水暖。

冰雪运动的火热开展，使得冰雪经济成

为冬季里“热气腾腾”的风景。

“商场＋冰场”引来一波消费热潮

江西冰雪运动的热度，从冰雪场馆数量

的变化上可以看出。多年以来，江西仅有一

座滑雪场，如今场馆数量增加到 10 个。地处

江西最南端的赣州市，目前拥有两个滑雪

场、一个滑冰场。

冰纷万象滑冰场落户于赣州市大型城市

综合体——华润万象城内，是当地地标性运动

场馆。它是我省落实国家冰雪运动“北冰南

展”发展战略的缩影，也是商场引流的大招。

3 月 12 日，滑冰场热闹非凡：孩子们嬉

笑着追逐着，初学者扶栏滑步小心翼翼，熟

练者飞驰旋转意气风发。场地西侧，一群身

着冰球护具的小队员正在激烈对抗，冰球杆

与橡胶球撞击的“砰砰”声格外清脆。8 岁的

谢沁芝是其中唯一的女孩，只见她挥杆抢

断，灵巧绕过防守队员，引得场边家长阵阵

喝彩。

谢沁芝母亲说：“当时逛商场，她看见冰

球比赛就挪不动脚，如今坚持训练两年了。”

小女孩每周训练两次，几乎风雨无阻。

城 市 综 合 体 开 设 滑 冰 场 是 笔 好 生 意 。

万象城是这样考量的：98 元的门票，每年约

1000 万元的营收，除去制冰费和管理费，利

润不薄。并且，滑冰场一年带来几十万人次

客流，带动购物、餐饮、娱乐等消费，提升商

圈整体收益。作为全省目前唯一运营的滑

冰场，还能提升商圈的品牌形象和档次。

雪场引流 激活整条产业链

1 月 15 日开始运营的靖安国际滑雪场，

如一颗璀璨明珠，镶嵌于赣西北 1400 多米海

拔的峰脊之间。它规划设计三条雪道，能容

纳 5000 人次客流，雪道长度和接待能力在省

内领先。

3 月 4 日 ，一 场 大 雨 过 后 ，雪 场 有 些 冷

清，但是长而宽敞的雪道让记者回忆起往日

的热闹景象。负责人柯存雍说：“昨天起歇

业了，现在整修雪道，准备来年再战。”

尽管运营季比其他雪场缩短了近一半，

总计仍有 5 万余人次客流和 1000 多万元的

收入，令同行羡慕。

滑 雪 场 专 门 做 过 消 费 调 查 ，门 票 占 大

头 ，加 上 租 装 备 和 餐 饮 ，人 均 消 费 两 百 多

元。这不包括交通费和住宿费。

来滑雪的以本省游客居多，广东、湖南、

湖北等地的也不少。熙熙攘攘的客流，让当

地民宿和餐饮业焕发生机。靖安县中源乡，

全省有名的度暑胜地，然而一到冬季便冷冷

清清。随着滑雪场引流，中源乡热闹起来，

餐饮业火了，民宿入住率直线上升。合港村

党支部书记李载森感慨道：“来滑雪的多是

年轻人，消费能力强，每人每天住宿餐饮消

费达五六百元。”

当前，许多民宿利用清闲时光升级过冬

设备，提高接待能力，迎接下一个滑雪旺季。

加大投入 聚势腾飞正当时

作为江西冰雪经济的领跑者，宜春市目

前拥有 4 座滑雪场，全省数量最多，我省第一

座滑雪场就来自该市。这些滑雪场的运营，

丰富了冬季旅游产品，提升了冰雪消费能

力。2024 年，全市冰雪旅游接待游客 35.8 万

人次，冰雪消费规模突破 3亿元。

宜春市文广旅局负责人介绍经验：一是

紧紧抓住北京冬奥会举办的风口，大力发展

冰雪经济，将“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二

是利用滑雪场周边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铺

设游步道，开发滑草甸、看云海、赏星空等旅

游项目，做到一年四季都有营收。三是整合

雪场资源，创新消费模式，推出联票、季卡、

滑雪住宿等套餐，激发冰雪消费潜力。

宜春的经验吸引各地纷纷效仿。在南

昌，投资过亿元的新势力冰雪大世界建设正

如火如荼。它位于南昌经开区，占地面积约

120 亩，建成后将是一座超万平方米的大型

室内滑雪馆。在萍乡，武功山冰雪大世界 3
月初歇业，准备投入巨资扩建室外滑雪场，

与室内滑雪场形成两翼张开的运营格局。

据了解，2024 年，我省冰雪消费总规模

达 36.54 亿元，增长 15.59%。随着各地纷纷

加大冰雪经济的投入，我省冰雪消费规模预

计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不卖商品，只“兑换”爱心和梦想
“青春便利店”筑起多元化青年共享空间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冷资源”变身“热产业”
看江西“冰雪经济”如何持续释放新活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 平 李 征

2025 年江西省第三届冰雪社区运动会在靖安国际滑雪场举行，市民感受冰雪乐趣。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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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昌市西湖区九洲大街旁的九洲公园（稻香园及植物园）项目加速建设中。据了解，该项目总面积约 329 亩，计划今年 5 月基本完工。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铖歌摄

3 月 17 日，余干县第七幼儿园进行“体能

大循环”训练，孩子们在奔跑跳跃中享受运动

快乐。

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 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