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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杨强 杨柳青青
　　
　　“多亏法院出手，我们的社保才有了着落，原职工
的基本权益才有了保障。”位于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的
某印刷制品公司与某软包装印刷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
件成功审结后，公司原职工纷纷对法院的做法点赞。
  这是宜春法院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
动缩影。
　　审结各类涉企案件21149件，审限内结案率99.51%，
调撤率49.59%……近年来，宜春法院充分发挥司法审判
职能，优化司法服务供给，建立“僵尸企业门诊”机制，
探索“公益清算”机制快速释放资源活力，依托“府院联
动”助力企业破茧重生，以司法之“优”解企业之“忧”，
给足民营企业“安全感”。

分类诊疗挽救“僵尸企业”

　　原来，上述企业由于转型缓慢、业务量下滑，早已
处于半停产状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僵尸企业门
诊”办公室运用司法大数据摸排，发现两公司资产大部

分已被抵押，剩余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更无法保障职
工债权清偿。此外，两公司在经营范围、公司员工、公司
财务、资产与负债等方面均存在高度混同，符合合并破
产清算条件，且某软包装印刷公司名下没有财产，某印
刷制品公司名下有厂房土地及设备。
  袁州区法院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将两家公司
合并破产清算，不仅保障了两公司职工权益兑现及其
他债权的处置，还有效降低了破产成本。
　　审理过程中，袁州区法院协同袁州区产业园及区
人社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积极运用“僵尸企业门诊”联席会
议制度，多次召开个案联席会议，研讨解决合并破产企业资
产优化处理及各类债权妥善处置困难点，实现“无解”题做
“有解”解，分类施策攻“破”难，通过运用管理人追缴企业法
人隐匿资金、协调优先债权让渡、引入社会第三方捐赠及管
理人报酬反哺等方式筹措资金，保障职工工资获得
63.75%的高清偿比例，并解决了企业长达十余年欠缴职
工社保难题，保障了40余名职工的退休权益。
　　“法院建立‘僵尸企业门诊’制度，利用司法数据库进
行全面摸排、精准识别，再根据企业困境分类施策，量身定
制‘治疗方案’，有效盘活相关资产，保障职工权益，实现了

多赢局面。”袁州区法院破产团队负责人朱军宜说。
　　据了解，该项制度建立了一批企业包括停产(半停产)、金
融失信、厂房(土地)闲置、执行不能等在内的各项数据库，并
将各数据库信息报送至“门诊”办公室甄别，最终建立“僵尸
企业”数据库，为“僵尸企业”出清提供精准数据保障。
　　自2023年该项制度建立以来，宜春法院共帮助39家
“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市场、27家危困企业盘活经营，减
轻民营企业的“尾部”压力，让民营经济“呼吸”轻畅。

公益清算释放“市场活水”

　　2023年7月，江西省首例公益强制清算案在袁州区
法院审结，前后用时仅42天。
  某纺织公司于2019年被吊销营业执照，长期处于营
业执照被吊销但未办理注销的状态，且公司清算义务
人一直未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该公司系袁州
区市监局通过对吊销未注销企业数据库进行排查时发
现，经初步核查符合强制清算条件，区市监局遂向法院
申请指定清算组对该公司进行强制清算。
　　袁州区法院经审查，发现该公司无任何财产、账
册、重要文件，法定代表人亦下落不明，故依法裁定确
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清算组及时办理工
商注销登记手续。
　　该案是袁州区法院探索运用公益强制清算退出机

制的一个缩影。
　　当前市场经营过程中普遍存在大量“僵尸企业”关
而不清、倒而不破及长期吊销未注销的情况，由于企业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清算或者自主清算不能，造成工商
注册登记系统中长期吊销未注销企业库存大量积压，
严重影响市场资源优化配置。
　　2023年，袁州区法院联合区市监局在全省率先出台《关
于建立吊销未注销企业公益清算强制退出机制的意见(试
行)》，为公益强制清算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大量吊销未注销
企业强制退出市场，及时释放生产要素，激发市场活力。
　　同时，设立公益管理人(清算组)选任制度，建立含
22家中介机构的公益管理人(清算组)库，通过构建“政
府拨款＋法院经费＋其他供给”的模式，多渠道筹措破产
援助资金，激发破产管理人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实现
“公益强制清算”推进“僵尸企业”快速出清。
　　目前，宜春法院运用“公益强制清算”退出机制帮
助10家长期吊销未注销“僵尸企业”出清市场，后期拟集
中清理20家“僵尸企业”，有效解决市场监管系统中经营
异常企业库存量大及企业自行注销不能等难题。

府院联动化解“失业危机”

　　“自从听说公司要破产，我每天都担心失业，现在终于吃
了颗‘定心丸’，感谢政府、法院为企业员工着想，我们也会陪

着公司越来越好。”江西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力公司)重整成功后，一名老员工高兴地说。
　　康力公司原本是宜春樟树市最早一批龙头企业之
一，近年来因陷入经营困境，巨额到期债务无法偿还，
被债权人起诉、执行，未执行标的达2.1亿元。如果康力
公司倒下，影响的是企业300余名员工及其背后的家庭。
　　“法院和政府职能部门第一时间成立专班，多次实
地勘查、召开工作会议，协调处理经营资质续展、职工
安置等多项重要问题，以存续式重整助危困企业涅槃

重生。”该案承办法官管林健介绍说。
　　2024年4月至8月，樟树市人民法院启动康力公司重
整投资人招募程序，经多家意向投资人现场考察调研、
多轮磋商洽谈后，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重整
投资协议，承诺并最终接收康力公司原有全部职工，有
效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
　　近年来，宜春法院始终以府院联动机制为抓手，通
过数据共享、多方联动、组团服务，走出了一条优化营
商环境、保障民生权益的“最优解”路径。
　　据了解，2023年以来，宜春法院召开163次府院联动
现场会议，累计盘活闲置土地3390亩，有效化解企业债
务118亿余元，帮助863名工人解决就业问题，以司法之
“优”帮助企业焕新生、助力社会稳民生，让护企安商的
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法院出手，企业员工的基本权益有了保障
宜春法院以司法之“优”解企业之“忧”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法治护航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周斌 陈磊

  7月初的一天，北京市顺义区一家幼儿园门
口，6岁的康康（孤独症患者）突然甩开母亲陈芳的
手，冲到铁艺大门前。他伸出肉乎乎的手指，执拗
地指向门后彩色的滑梯，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陈芳用力拽起康康的手腕疾步走开，她不
敢看儿子渴望的眼睛——— 那道门后，是他拼尽
全力也难以“挤”进去的世界。
  对康康而言，幼儿园不仅意味着滑梯和玩具，
更是一个充满同龄人语言、眼神和规则的小型社
会。陈芳深知，只有在这里进行融合教育，儿子才
能在最自然的环境里，模仿同伴的社交行为、学习
与分享，迈出融入社会的第一步。这扇门后的世
界，是康复机构难以完全模拟的成长课堂。
  “孩子每次经过这个门口都会停下脚步，他
很想上幼儿园。可幼儿园老师根本看不住他，怕
他磕碰别的孩子，其他家长也有顾虑。能帮他融
入幼儿园的‘影子老师’（特教助理），一个月8000
元费用，我们家实在负担不起……”陈芳近日接
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道近在咫尺的
大门，成了她和康康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玻璃门上的鼻尖

  时间倒回一年前。
  康康第一次踏进幼儿园的模样还留在陈芳的
手机相册里：穿着新买的蓝色连帽衫，手指小心翼
翼触碰园内饲养的兔子的绒毛。那天他破天荒安静
了两个小时，甚至在“点心时间”和其他小朋友一样
抓起了小饼干。照片角落里，其他孩子围在老师身
边听故事，康康独自守着兔笼，距离人群数米远。
  “他回家就拽着我说要买兔子玩偶。”陈芳
回忆道，“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他离‘和大家一
样’最近的时候”。
  短暂的“蜜月期”在入园第3天终结。当孩子们
涌向室外游乐场，康康像脱缰野马般冲向旋转木

马，把正在攀爬的一名女孩撞倒在地。他不会说
“让一让”，更不懂什么叫排队。傍晚接孩子时，老
师委婉地提醒陈芳：“明天先在室内活动吧。”
  这温和的“建议”像一道无形的禁令，将康
康的活动范围圈定在了教室的四面墙内。
  第二天起，当户外活动的音乐响起，小朋友
们欢呼雀跃地涌向阳光下的滑梯和沙坑，康康
却被老师轻轻拉住，留在了空旷的教室里或是
靠近走廊的那扇大玻璃窗旁。
  隔窗相望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陈芳总在
栅栏外看见儿子贴在玻璃门上的脸，鼻尖压得
扁平，呵出的白雾晕染了外面奔跑嬉闹的身影。
有次她发现康康的衣袋鼓鼓囊囊，掏出来竟是5
支蜡笔——— 他偷偷攥住的彩色碎片，成为幼儿
园留给他的最后纪念。

绕不过去的渴望

  这样的隔离持续了不到一周。当老师第三次
打来电话说“实在看不过来”，并委婉提及“有家长
反映孩子回家说害怕”时，陈芳主动提出了退园。
  她记得自己站在园长办公室签字时，手指
把退园申请捏得发皱——— 那些家长群里的闲言
碎语，比冬日的穿堂风更刺骨。恰逢康康感冒发
烧，这场仓促的“融合实验”就此画上句号。
  退园后的日子变成一场漫长的迂回。陈芳
每天算计着如何绕开幼儿园路段，可孩子自有
他的导航系统。经过小区游乐场时，康康会突然
指着穿园服的孩子“啊啊”叫嚷；电视里出现教
室画面，他就冲去玄关抓自己的小书包。
  最揪心的一幕发生在提交体检报告的那
天。当陈芳拿着化验单走向幼儿园办公室，康康
以为终于获得通行证，炮弹般冲向熟悉的教室
走廊。三个老师都拦不住这个“小坦克”，班主任
不停劝说：“康康乖，我们下次来。”隔着玻璃门，
陈芳看见儿子整张脸贴在门板上，睫毛扫着冰
凉的玻璃，瞳孔里映着教室里挂满的手工作业。

  “他就像隔着水族馆玻璃看珊瑚礁鱼类。想要进
去，哭到嗓子哑了，指甲在门上抠出白印。”陈芳向记
者诉说时，下意识地揉着自己的手腕，“那段时间回
家路上我都要紧紧攥着他，时间一长我发现自己的
手腕都紫了，他的手腕也被我攥出了红印。”

无形的价格标签

  “我听说融合教育是道窄门。”陈芳曾看到
过一张宣传单，上面印着“融合班”孩子的照片：
一个孤独症女孩正给同伴递蜡笔。正是这个画
面让她鼓足勇气来到园长办公室，得到似是而
非的承诺：“能申请特教助理陪读。”
  可希望像肥皂泡般短暂漂浮。园长私下交
底：“特教助理月薪8000元，得家长自付。”这个数
字让陈芳倒吸一口冷气，仿佛一道无形的价格
标签，贴在了儿子通往正常世界的窄门上。
  深夜的账本摊在台灯下，数字像蚂蚁啃噬
她的神经：机构康复课近1万元，“影子老师”报
价8000元……自己脱产照顾孩子，丈夫一个人跑
销售的收入远远不够。陈芳的手指无意识地在
“8000”上划着圈，那笔钱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
她心口发慌。
  “这哪里是请老师，分明是在买一张全家勒紧
裤腰带也凑不齐票价的入场券。”陈芳想起北京市
首儿雅稚儿童康复中心副主任姚国丹的话，“‘影
子老师’就是孩子的翻译和桥梁”，可这“桥梁”的
造价，对她而言比跨海大桥还要遥不可及。
  姚国丹见过太多个“康康”。她对一个融合班
孩子的画记忆犹新，那是一幅向日葵，上面歪歪扭
扭写着“我帮小美收玩具”。“特殊孩子需要即时引
导。”她向记者解释，“比如康康抢玩具时，若有特
教助理示范说‘交换’，冲突就能变社交”。
  这些故事在家长群流转，陈芳的手机里存
着数十个融合班视频。有个男孩在幼儿园学会
排队打饭后，回家第一次主动摆好全家碗筷。
  她总在深夜点开这段视频，看一次哭一次。

没有观众的进步

  今年夏天，康康在康复中心取得重大突破。
当老师拿出幼儿园场景玩具，他竟主动把小人
偶排成圆圈。“上课”，他含混地吐出这个词，老
师兴奋地记录：“具备集体活动意识！”
  这份喜悦在现实前迅速冻结——— 陈芳带他
去儿童乐园实践时，康康刚靠近沙坑，几个家长
立即抱走孩子。空荡荡的沙坑像被无形结界笼
罩，他困惑地抓起铲子又扔掉，突然把额头抵住
母亲胸口——— 这是新学会的撒娇动作，此刻却
带着冰冷的委屈。
  “幼儿园。”康康突然抬头，小手指像指南针
般转向西，那是“彩色城堡”的方向。
  陈芳突然想起姚国丹的一句话：“每个进步
都值得被夸赞。”可康康的成长剧场里，似乎只
有她一个观众。
  有一天，结束两节训练课程后，康康突然挣
脱母亲的手。他扑向康复中心墙上的幼儿园宣
传画，指尖反复摩挲画中的滑梯，嘴里发出“嗬
嗬”的急喘。
  “我看见他瞳孔里跳动的光点，像黑夜中的
萤火虫。”陈芳心酸地对记者说，那一刻指着幼
儿园滑梯的儿子，多像踮脚扒着门缝的孩子，门
里透出的光明明落在他脸上，可那扇门要真正
开启却太难了。

漫画/高岳 视频/李宗奇  

康康康康入入园园难难

  采访结束后，记者又绕到康康家附近的
幼儿园，空荡荡的滑梯上停着几只麻雀。恍
惚间，康康贴在玻璃门上压扁的鼻尖又浮现
眼前——— 那不仅是孩子的渴望，更是对社会
的叩问。
  孤独症儿童入园难的困境，远不止一道
铁门。

  它首先是道资源门槛。“影子老师”每月
8000元的报价对不少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
重。因此有业内人士呼吁，在政策层面将特教
助理纳入普惠性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它更是道认知鸿沟。普通幼儿园1：10的师
生比，注定无法完全捕捉特殊儿童的细微需
求。康康抢玩具的莽撞，容易被简化为“行为问
题”；他贴向玻璃的渴望，可能被解读为“情绪
失控”。采访中我们得知，很多幼师缺乏特教培
训，连基础干预技能都没有。

  最深的壁垒还在人心。有时候，儿童乐园
里家长抱走孩子的条件反射，家长群里隐晦的
排斥，甚至康康母亲无意识攥红孩子手腕的恐
惧——— 这些“细密的刺”，织成隔绝的罗网。当
融合被简化为“别影响他人”，孤独症儿童便成
了需要被管理的“麻烦”。
  真正的融合，需要拆掉有形的门，更要
凿穿无形的墙。
  它依赖专业赋能。将特教技能纳入幼师培
养必修课，建立幼儿园与康复机构的转衔机制。

  它指向观念革命。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融
合幼儿园，特殊儿童的存在被视为培养同理
心的天然课堂，老师引导普通孩子理解同伴
的特别表达。当“康康们”不再被视作“闯入
者”，当差异成为常态而非例外，玻璃门上的
白雾才会真正消散。
  每个趴在门缝上的孩子，都渴望能被门
内的光照亮脸庞。拆掉那扇门，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

 （文丽娟 陈磊）  

那道窄门，需要整个社会来推开

□ 本报记者 陈磊 文丽娟

  今年6月1日起，学前教育法开始实施。其中规定，
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
童入园，并为其提供帮助和便利。此外，“推进融合教
育”也被明确规定于相关条文之中，由县级以上地方政
府统筹实施多种形式的学前特殊教育。
  在此之前，201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残疾
人教育条例》规定，招收残疾幼儿的学前教育机构应当
根据自身条件配备必要的康复设施、设备和专业康复
人员，或者与其他具有康复设施、设备和专业康复人员
的特殊教育机构、康复机构合作对残疾幼儿实施康复
训练。
  但实践中，作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学龄前儿童群体，
他们进入幼儿园并接受融合教育的道路充满崎岖，面
临重重困难。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融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贺
荟中教授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她和她的团队20
多年来对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的研究发现，学龄前孤
独症儿童进入幼儿园时，除了和其他普通幼儿一样面
临与家长分离的焦虑外，还面临多方面的特殊困难。
  “最先面临的就是适应新环境变化的困难，这给他
们带来极大不安与痛苦。”贺荟中说，孤独症障碍给幼
儿带来的影响就是僵化与刻板，比如，要求环境尽可能
保持高度一致性，不要变化，走同样的路线、穿同样的
衣服、做事情的程序固定化等。这种情况下，他们走进
幼儿园，意味着什么都改变了，如出门路线变了、周围
的小朋友变了、等放学才能见到妈妈等，这无数个不同
汇聚成对他们而言极大的困难。
  北京市首儿雅稚儿童康复中心副主任姚国丹认
为，学龄前孤独症儿童还面临社交沟通困境，他们不理
解社交规则，难以参与合作游戏、轮流等待，易被同伴
孤立；与他人眼神接触少，不理解他人表情、手势，难以
表达自身需求；缺乏共同注意，无法跟随老师指令或同
伴兴趣点，显得“不听话”，会因为沟通失败或环境改变
而突然尖叫、哭闹，面临情绪与行为管理挑战。
  贺荟中发现，由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危险知觉能
力弱，导致在幼儿园活动中表现出乱跑乱跳、不懂危险
等状况，这也是她们在调研融合幼儿园时80多位教师
提及的融合教育面临的又一困难。
  “他们还可能面临被幼儿园以‘名额已满’‘师资不足’等理由隐性拒收的情
况。还有一些家长存在偏见与歧视，因担心孤独症儿童影响到自己的孩子而反对
其入园。”姚国丹说。
  在贺荟中看来，学龄前孤独症儿童融入幼儿园遇到困难的背后，既有儿童自
身的原因，也包括支持体系欠缺的原因。当前融合教育的支持体系还不太完善，
融合教育教师对特殊幼儿的接纳及给特殊幼儿提供支持与帮助的专业技能等亟
待提升。
  姚国丹分析称，从社会环境因素角度，公众普遍缺乏对孤独症的科学认知，
易将儿童的刻板行为、情绪失控误解为“家教失败”或“故意捣乱”等，导致排斥心
理，甚至对他们污名化。针对孤独症家庭的社区活动较少，缺乏促进融合的公共
空间和社交项目，社区支持薄弱。
  在她看来，从法律政策因素看，虽然学前教育法和《残疾人教育条例》规定
“零拒绝”原则，但缺乏具体细则和强制约束力且无有效问责机制，导致融合教育
相关规定落地难。此外，幼儿园环境与支持体系不足，其中最主要的是融合教育
机制缺失，没有特教老师岗位，没有资源教室，现有老师专业能力欠缺、特教知识
匮乏，无力兼顾孤独症儿童的个体需求。
  为促进学龄前孤独症儿童融入幼儿园，贺荟中认为，幼儿园应积极践行学前
教育法，为学前孤独症儿童的入园及适应做好准备。如允许学前孤独症幼儿早到
幼儿园熟悉园内环境及教室等，减少因为环境变化给其入园带来的种种不良
影响。
  “还可以寻求学前特教助理帮助，对于一些坐不住、情绪行为问题比较严重
的学前孤独症幼儿，早点寻求‘影子老师’的帮助，让患儿能够更好地入园，最大
程度受益。不建议家长及家里保姆等非专业人员陪读。”她说，同时还要加大宣传
力度，提高大众对孤独症人群的科学认知。
  姚国丹认为，促进学前孤独症儿童顺利融入幼儿园，需要家庭准备、幼儿园
改造、专业支持、政策协同四个维度构建家园社协同的支持网络。
  她介绍说，在家庭准备方面，重点训练如厕表达、独立进食、穿脱简单衣物
等，帮助孤独症儿童能够生活自理；通过视觉流程图学习“排队”“安坐10分钟”
“收拾玩具”等基础规则，帮助他们对规则的理解；训练用图卡/手势表达需求，帮
助他们实现沟通替代等。
  “幼儿园应该进行相应设施改造，设置安静角、调低铃声分贝、教室张贴视觉
流程图等，同时，提升特殊教育师资水平，增加特教助理的培训等。”姚国丹说，在
专业支持方面，由康复训练机构为儿童制定专属的个别化训练，对其不足的地方
进行一对一的教学，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帮助他们更好融入集体。
  她认为，还应该细化学前教育法和《残疾人教育条例》关于融合教育的相关
规定，让包括孤独症儿童在内的残障儿童参与融合教育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公办
幼儿园应该至少预留5%的名额给特殊需要儿童、教育行政部门设立学前融合教
育专项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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