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赵文成

本报讯 昨天，号牌为浙F31X23的车辆驾驶员金某，因涉嫌无
证驾驶、使用套牌，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金某很是想不通，“我把
车停在停车场，也没上路开，怎么就被发现了呢？”与金某有着同样
疑惑的还有莫某，他的福特商务车为了躲避电子警察拍照，一直挂
着号牌为浙FNA815的套牌，“我开车特别注意，看见交警查车也避
而远之，从来没有被抓过现行，民警怎么就直接找上门来了？”

对于这些被查获的套牌车，桐乡市公安局情报中心主任钱建
江说，这都要归功于桐乡公安智慧警务建设所打造的“鹰眼”车辆
分析系统。据介绍，“鹰眼”车辆分析系统是桐乡警方运用“互联
网+”理念，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整合现有公安视频资源，自主研发
出来的警务实战利器。

这个系统具有车牌查询、套牌车提示、车型查询、无车牌提示、
车脸抓拍提取等智能模式，通过抓拍识别车脸，就能够自动获取车
型、车标、个体特征等信息，从而及时发现无牌、套牌车辆。也就是
说，任何遮挡号牌的车辆，或是假牌、套牌车辆，都难逃“鹰眼”。

桐乡曾发生一起抢劫案，当时唯一的线索是附近一个监控视
频拍到的画面，可是因为角度不好，只能看出作案车辆是一辆黑色
轿车。为此，侦查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走访排查，最终
经过不懈努力才破获案件。“如果这个案子发生在现在，‘鹰眼’只
需几分钟就能将车辆信息落实。”当年参与案件侦破的情报中心副

主任姚际飞介绍，目前桐乡接入公安平台的视频监控数量达8000
多个，“即便是无牌、套牌车辆，只要使用‘鹰眼’车辆分析系统，想
要查清也都是小菜一碟”。

姚际飞说，与传统的车辆识别技术相比，“鹰眼”除了能识别
车牌号码外，还可以通过车辆颜色、饰品等车辆细微特征，对车辆
进行二次识别，自动查找目标车辆。

去年7月，“鹰眼”关注到一辆可疑车辆。“因为这辆车明明是马
自达，登记信息却显示为别克商务车，所以‘鹰眼’就自动关注了
它。”随后，“鹰眼”又发现这辆车是故意躲在大货车后面行驶，企图
逃避监控，由此关注度又进一步提高。其后，当这辆车突然改变行
驶路线，短暂逗留在某市场时，“鹰眼”自动判断此车驾驶人涉嫌盗
窃，通知民警前往拦截检查。最终，许某等3名嫌疑人落网。许某
交代，他们是第一次到桐乡作案，为了躲避警方打击，还2次改换汽
车牌照，并躲在大货车后躲避探头。当他们自以为得手时，却被桐
乡警方来了个“瓮中捉鳖”。在许某等人落网1个多小时后，警方才
接到失主的报警电话。

套牌车还没上路，咋就露馅了？
桐乡民警得意地笑说：“鹰眼”厉害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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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李青青 李海弟

本报讯 昨天一大早，温州鳌江边防派出所社区警务室里就已
经很热闹。民警范卫兵刚调解好村民张大伯和陈大叔的邻里矛
盾，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又有居民来咨询户口问题……整个上午，
范卫兵一直忙忙碌碌。范卫兵说，这是社区工作的“常态”。

身为一名社区民警，范卫兵不光在警务室里忙，还常常背着警
务包穿梭在社区里，了解民情、化解纠纷。大家都喜欢叫他“老范
儿”，因为他工作时的那股劲儿很有范儿。

范卫兵的“责任田”是平阳县鳌江镇郑家墩村，这个村以前是
远近闻名的“问题村”“信访村”。多年来，“老范儿”用真诚打动了
村民，“问题村”逐渐变成了“文明村”。

村里的老人吴正灯说：“我现在已经把范警官当成我的兵儿子
了。他常来我家帮忙做家务，还陪我聊天，我打心眼里高兴。”吴正
灯以前当过兵，退伍后，由于民政部门更新了老兵优抚政策，而他
对政策又不能正确理解，曾多次闹着要去上访。

2010年，范卫兵担任驻村民警后，真心诚意地和吴正灯谈心交
流。刚开始，范卫兵吃了多次闭门羹，但他不放弃，一次次上门，主

动帮老人做家务，解决他的生活困难。有一次，老人的老伴过60岁
生日，范卫兵知道后，特地买了蛋糕和礼物为他们庆祝。渐渐地，
老人接受了范卫兵，并在他的开解下消除了内心的疙瘩，日子过得
越来越敞亮。

担任社区民警6年来，“老范儿”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40余起，
日均走访村居 20 户。每天，他都忙着走访、巡逻、检查重点单位
……有人问他，每天这么忙这么累，图啥？范卫兵微笑着回答：“工
作就应该是这个范儿！”

眼瞅着G20峰会一天天临近，范卫兵的干劲儿更足了，他说，
他一定要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完成好G20峰会安保任务。

“老范儿”走访村居

“老范儿”：工作就是这个范儿

用制度保护好
基层政治生态

新华社 刘旸 周畅

河南省舞阳县澧河村原
党支部书记张健国违法乱纪
案件日前曝光。以“万岁”自
居横行乡里 ，侵 吞 集 体 资
产，带领其他村干部走上集
体“沦陷”的不归路。张健
国的所作所为，引发人们对“乡村虎蝇”祸害一方
的关注。

“万岁村霸”只是乡村干部问题的一个反面典
型。近些年，各地一些村干部或借公益之名公款
吃喝送礼，或公然索取、收受贿赂，或侵占村集体
资产。本应服务乡亲的村干部成了遭人唾弃的
村霸，本应引领乡亲共同致富的带头人成了攫取
私利、雁过拔毛的蛀虫，本应是村里矛盾的疏导
者和利益的协调人，反而站在村民对立面成了纠
纷源头。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村干部并不是在任职初
期就胆大妄为，而是随着为村里做了一些实事，
让村民获得一些收益后，个人欲望逐渐膨胀发生
质变。服务群众的热情没有了，村霸的架势摆出
来了，不仅不遵守乡规民约，而且无视党纪、藐视
法律。

“乡村虎蝇”的出现，暴露了一些地方基层权
力监督的薄弱。如果在村干部一开始有失范苗头
时，上级组织能及时纠正干预、警告约束，想必“万
岁”村支书难有如此嚣张气焰，造成后来为所欲为
的乱象。在河南这起案件中，一个“劣迹斑斑”的
人居然通过政审成为党员，又成为“有能力、有魄
力”的“明星村支书”，暴露出基层干部选拔、监督
环节的一些问题。

村支书在落实推进精准扶贫方略的过程中，
扮演了通达“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角色。村支书滥
用手中权力，会直接伤害群众利益，成为阻碍脱贫
的绊脚石，更不利于基层政权的稳定，破坏基层民
主与法治建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今年，我国许多地方要
进行基层换届选举，各地应以此为戒，把政治纪律
挺在前面，从严把关，用制度切实保护好基层政治
生态。

法院银行携手攻坚

通讯员鹿轩

本报讯 近日，温州鹿城法院执行局与温州银
行召开执行案件帮扶会，就提高金融不良资产清
收效率展开座谈。

法官就诉状规范、实地调查、租赁、首封权与
处置权、拍卖税费、银法互动等内容进行交流，明
确司法环节关键点，提示法律风险。

另外，法官以10个典型金融执行案件为例，针
对银行方面的提问，耐心解答，并提出具有可操作
性的方案。

会上，法院与银行不断开拓工作思路，为不良
资产司法清收寻求有效途径，并深化银法合作机
制，充分建立理解互信关系。银行方面表示，将加
强案件管理，努力协助法院做好执行工作，共同推
进不良资产清收。

技能培训打造人才

通讯员洪杰

本报讯“班组开展这么全面扎实的技能培
训，可谓‘技’情四射，很有针对性和实用性，让我
们员工拥有了满满的技能获得感！”近日，桐庐
县供电公司信通专业员工纷纷为班组技能培训
点赞。

该公司信通专业自今年 3 月以来开启“保障
G20、技能再提升”全方位培训模式，按照“缺什
么、补什么”的原则，采取“师带徒”“请进来、送出
去”“自学+集中学习”“理论+实操”“书面+视频”
等多种培训方式，着力打造信通专业高技能、复合
型人才。

李震宇 摄

昨天，经过数月打
磨，杭州庆春东路和新
塘路交叉口的上方，庆
新天桥已然展现真身，
这是杭州第一座仿树
形的人行天桥。

“歪歪扭扭”的造
型改变了以往天桥方
方正正的规则布局，流
畅的线条造型，仿佛是
数棵古树树杈交织成
的空中花园。

目前，该天桥已经
进入绿化、桥面铺装、
电梯调试等收尾工作
阶段，预计5月底正式
投入使用。

树形天桥长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