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法学院：普法先锋队

前言概述

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

风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将立德树人放在首要位置，融入渗

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以心育心、以德育德、以人格育人格。

健全教师志愿服务制度，鼓励支持广大教师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在服务社会的实践中厚植教育情怀。

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新时代高校教师

道德风尚，努力建设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教师队伍，长期以来，政法学院充分发挥教师

的专业特长，在校内外展开高质量的宣讲，为学校师生以及

附近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难题。

同时，影响和带动了大批学生参与法律咨询志愿服务。把师

德师风建设与提升业务水平有机结合，将教师成长诉求与服

务社会需要融为一体，有效弥合高校理论研究和广阔社会实

践的间隙，为师德师风建设提供了知行合一、德法兼修的新

渠道。

亮点特色

1.名师领衔+团队合作+学生参与的全员模式。名师领衔

是指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领衔专家颜三忠教授是全国明德



教师奖获得者、全国法律硕士优秀教师、江西师范大学教学

名师、江西十大法治人物、江西省普法先进个人、江西省普

法讲师团成员，是江西省普法领域的领军人物。团队合作是

根据不同服务对象吸收不同专业特长的老师参加，涵盖政法

学院法学、社会工作和行政管理三个专业，有时还邀请心理

专业教师加盟，以团队合作形式开展法律宣讲、义务法律咨

询、法律援助、心理辅导、矫正服务、禁毒宣传等活动。学

生参与是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力军作用，

开展送法进社区、送法进乡村、送法进军营、送法进工地、

送法进校园等活动。

2.专业教育+思政教育+志愿服务三位一体的育人路径。

重点突出“以课程为中心、以课堂为阵地”的教学方法改革，

鼓励教师多方面开展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等教学方式，比

如全省率先实行诊所式教学改革。充分利用各种学术资源，

丰富学生课外学习活动，打造第二课堂，强化校园文化育人

功能，创办了读书铸魂、正大法律实务讲堂、正大读法、正

大法学沙龙、校园辩论赛、模拟法庭大赛等校园平台。积极

开展志愿法律服务，一是开展送法下乡、送法服务农民工活

动，得到全国总工会领导肯定。二是利用江西洪宇社会服务

工作社，开展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获得团中央全国优秀



青少年维权岗、最高人民检察院受批社会服务支持单位、全

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国家金奖。

创新做法

多年来，学院党委在团队建设、宣讲对象、工作机制等

方面积累了相对丰富和成熟经验。

1、打造法律宣讲金牌团队

因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宣讲任务和学习教育主题的不

同，先后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宪

法修正案》、《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修正案十

一》法律专题宣讲团，颜三忠教授、沈桥林教授、刘为勇副

教授入选江西省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主讲专家，颜三忠教

授、沈桥林教授、王满生教授入选江西省八五普法讲师团成

员，颜三忠教授、熊时升教授入选江西省民法典普法讲师团

成员。颜三忠教授作为宣讲 150 多场民法典的刑法学教授，

在江西法学界成为一段佳话。他针对不同宣讲对象准备 30

多个版本的宣讲稿，深入浅出，案例丰富，宣讲生动得到了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原江西省委常委、南昌

市委书记吴晓军，江西省教育工委书记叶仁荪等领导高度好

评，在全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乡村、学校宣讲 150 多

场，成为最受欢迎、宣讲次数最多的民法典宣讲专家。他的



宣讲被中国普法网整版报道，宣讲视频被光大银行、南昌市

图书馆专题推荐。沈桥林、刘为勇等核心团队成员也在全省

各界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修正案》专题讲授，产

生积极影响。

颜三忠教授在中共南昌市委中心组宣讲《民法典》

沈桥林教授在江西省社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宣讲习近平法治思

想



2、争当基层普法的急先锋

每年 9 月份“尊法守法·携手筑梦”南昌市总工会服务

农民工法治宣传行动启动仪式在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江

西分公司项目部举行。

由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普法先锋号 5 名老师、10 名

学生组成的 5 支服务小分队分赴到南昌市东湖区、青山湖

区、高新区、经开区和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这

四区一企业农民工群体较集中的乡镇、街道、社区、工业园

区等区域开展法治讲座、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法律服务。

即日起，5 支服务小分队将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宣讲活动，

活动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加强农民工

的人文关怀和法治宣传教育，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

3.“量身定制”送法律服务

在普法过程中，婚姻问题、网络诈骗、家庭监护等话题



是村民提及最多的话题。为此，队员们不仅结合村民实际需

求开展精准普法，选取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民法典等法律法

规的对应篇章为村民解惑，还针对性为村镇干部“量身定制”

一系列法律服务，通过普法、答疑、深入交谈等多种形式，

在反馈基层需求的同时弘扬法治精神，提高基层干部的法律

素养，推动建立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4、积极传播法治声音

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了与法治不和谐



的现象，甚至出现“抗击疫情法治让路”的奇谈怪论。颜三

忠教授在江西电视台录制的《疫情防控法律那些事》和江西

新闻广播《疫情防控法治同行》明确提出依法防疫、科学防

疫是党中央重大决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越是疫

情吃紧越要依法抗疫，对依法防疫产生积极影响。

颜三忠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关于九江废物污染案件采

访，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 1+2》

关于三清山巨蟒峰损毁世界自然遗产案，对于宣传生态环境

公益诉讼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作为评论员的访谈节目《攀岩

打岩钉赔 600 万，自然遗产不容损毁》获得第三十一届中国

新闻奖。他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访谈的

刘金福利用抢票软件倒卖车票案，为司法机关正确裁判提供

了理论依据，产生了良好的普法效果。在昆山反杀案当天所



作的《新闻 1+2》访谈节目中，颜教授明确指出于海洋的行

为应当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与检察机关最终认定完全一致，

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引导功能。他经常接受中央电视台、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法治日报、人民日报、瞭望周刊、

半月谈、新法制报的采访，其中关于江西抢棺材事件的评论

被新华社、人民日报转载，关于考试作弊入刑建议得到采纳。

他关于重视建筑行业虚开劳务发票的对策建议引起最高人

民检察院和江西省发改委的高度重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

西总站向江西师范大学发来感谢信，感谢江西师范大学政法

学院颜三忠教授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调研工作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来信称颜三忠教授治学严谨，提供的意见建

议内容扎实，观点全面，条理清晰，为总站多篇重要调研稿

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建议，部分内容被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

主要领导批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5、积极参与地方立法

颜三忠教授、沈桥林教授、熊时升教授是江西省知名立

法专家。其中颜三忠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江西省

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南昌市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颜三忠教授作为南昌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五届

立法咨询专家，在今年换届时，为了让学院其他老师能够有

机会参与地方立法，主动放弃推荐第十六届立法咨询专家，

但因为颜三忠教授在地方立法的丰富经验、深厚的专业素养、

严谨敬业的工作态度，被南昌市人大常委会续聘。比如在《江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

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的决定》立法论证中提出的关于建立健

全源头治理的防范整治机制，防止村霸混入基层组织的建议，



比如在《江西省企业工会条例》论证提出的增加女职工委员

会职能的建议，《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立法论证

中关于分类分区域实施的建议，被立法机关采纳。

6、发挥法治智库专家作用

政法学院法治服务先锋队充分发挥高校法学专家的专

业智慧，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积极出谋划

策，当好参谋助手。比如王满生教授在江苏昆山反杀案后撰

写的《于欢案应当成为法治教育的公开课》被中共中央办公

厅《信息要报》刊登，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

法委书记的孟建柱同志批示肯定。颜三忠教授接受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记者采访的内参调研报告《基层过度问责的乱象、

原因及对策》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同志批示肯定。颜三忠



教授关于张玉环案件的建议也得到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肯

定。沈桥林教授、王裕根博士等人共同撰写的“法治江西”

智库专项课题研究成果《农村住房建设管理的现实困境与法

律对策》获省委书记易炼红、副省长胡强、副省长陈小平、

省政协副主席尹建业、省政协副主席刘卫平等多位省领导的

肯定性批示。

7.少年司法社工引领者

周琴教授、颜三忠教授利用江西洪宇社会服务工作社这

个平台，创建了一站式帮教“1943”模式——洪宇形成了从

检察机关批捕到回归社会的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标准流程和

整体服务方案，有效提供专业的司法社工一体化全程跟进服

务。

1 即 1 套资源体系，洪宇搭建起“1+2+N”资源体系，

在全国率先形成了“洪宇（社会组织）+检察机关、共青团+

企业、基金会等”的“1+2+N”资源体系，整合政府、社会

资源，获得了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资源保障，为洪宇开展未

成年人服务保驾护航。

9 即 9 项主要服务内容，包括社会调查服务、涉罪未成

年人帮教服务、合适成年人服务、刑事和解服务、被害未成

年人救助、心理测评及健康管理服务、亲职教育服务、临界



预防服务、就业培训。

4 即 4 维帮教方法（PFSS 法），指从个人、家庭、学校

和社会这四个维度提供专业社工服务，对影响未成年人犯罪

的内因和外因进行两手抓，标本兼治，助力帮教效果高效、

稳定、持续。

3 即 3 重育人机制，包括一个基地，一套课程，一支队

伍。洪宇依托高校共建教学实践基地，搭建培训课程体系，

编著专业教材，形成稳定的“专职+兼职+志愿者”的人才结

构。

十年间，人民网、新华网、江西卫视、江西日报等 120

多家媒体对洪宇的工作进行了报道，转载次数超百万，这使

得少年司法工作更高频地出现在公众视野，让社会工作更加

被人民群众所知晓，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让公益价值产

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工作成效

（一）学院办学实力明显提升

法学专业、社会工作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均入选国家级

一流专业建设点。刑法学、刑法学总论入选江西省一流课程，

法学专业入选学校课程示范专业。

（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学院团委被团中央评为全国基层先进单位，本科生学生

党支部被评为江西省先进基层党支部。学生在“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中成绩突出，多次荣获全国金奖和一、二、三等奖，在

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学宪法、讲宪法”比赛中多次获奖。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超过 30%，考研录取率超过 30%，多

数考取 985、211 高校，就业率超过 94%，公务员录取率超过

30%，在省内高校名列前茅。法学专业 2 名本科生在《人民

法院报》成功发表学术论文。学院共计 19 名 2018 级学生保

研国内知名院校，其中一位同学保送浙江大学硕博连读，跟

随梁治平先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学院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

大量优秀毕业生，他们成为党政机关、司法机关、高等院校、

律师行业的领导和骨干。

（三）教学科研能力显著提升

通过开展普法社会服务，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也推

动教学科研能力的提升。沈桥林教授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法

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会员（2013-2017），颜三忠教授荣

获全国明德教师奖和全国法律硕士优秀教师奖，领衔的《刑

事法学教学团队》入选江西省首批高水平本科教学团队。颜

三忠教授承担的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课题《重要地方立法事项



第三方评估工作规范》被省委采纳，并出版专著《大学生法

治思维养成》。

（四）社会服务影响继续扩大

政法学院荣获 2016—2020 年全省普法工作先进单位称

号，并获得通报表扬。刘延林老师荣获全国七五普法先进个

人，颜三忠教授荣获江西省七五普法先进个人。王满生教授、

颜三忠教授智库报告获得中央领导批示肯定。由政法学院沈

桥林教授、王裕根博士等人共同撰写的“法治江西”智库专

项课题研究成果《农村住房建设管理的现实困境与法律对策》

获省委书记易炼红等多位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颜三忠教授

承担的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研究项目《争议较大地方立法事项

第三方评估工作机制》获得江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采

纳通过。沈桥林教授、颜三忠教授、王满生教授入选江西省

八五普法讲师团，颜三忠教授、刘为勇副教授、张泽忠副教

授入选南昌市八五普法讲师团。沈桥林教授、颜三忠教授入

选江西省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师资团队。颜三忠教授受聘

江西省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沈桥林教授、颜三忠教授受聘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颜三忠教授受聘江西省人民检

察院专家咨询委员。颜三忠教授当选江西省十大法治人物。



经验启示

（一）牢记使命

政法学院普法先锋队的建设发展，必须坚持“为党立命、

为民立言、为己立身”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将学科及专

业优势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赣鄱大地

上的生动实践充分结合，将服务社会与锻炼队伍融为一体，



才能使教师的理论优势转变为实践的力量，才能让教师在服

务社会过程中实现认识革新和素质提升。

（二）凝练特色

普法先锋队的品牌效应来源于团队特色的凝练和彰显，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底色，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本

色，以德法兼修为亮色，宣讲主题因时而变、因势而新，成

员构成注重团队协同、梯队培养，使得宣讲团工作不仅没有

游离于学院中心工作和整体发展规划，反而成为推进教师队

伍建设和学科特色建设的重要抓手。

（三）创新形式

面对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媒体环境发生的一系列复杂

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以互联网技术和以“两微一端”为代

表的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以及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影响，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方能永葆活力。普法先锋队重视线

上宣讲的开发和推广力度，积极推进自媒体终端的建设，不

断吸收借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成果，推动宣讲活动由

传统的单向度模式向开放型、互动式的多向度模式转变，使

普法先锋队在网络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得到持

续建构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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