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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赛男文 陈立波 摄

“这里是我们的微信报警平台，群众可以通过微信直接向
指挥中心报警，我们在接警的同时，就可以准确定位报警人的
位置……”昨天上午，在嵊州市公安局警务人员的演示下，全国
法治媒体浙江行活动采访团切身感受了一把信息化实战警务
的“神通”。

微信报警，仅仅是嵊州市公安局推行信息化实战警务的其
中一项举措。今年，为大力推进信息化警务建设，嵊州市公安
局组建成立了由实战中心、指挥中心、情报中心三合一的“三中
心”体系，大伙儿都叫它“超级版110”。

铸就破案利器
“超级版 110”是嵊

州警方大力推进信息化
实战警务的一次重要实
践，着力打造了“情报主
导、警种联动、方法集
成、资源共享、运转高
效”的侦查链条，为案件
侦破、日常防范等提供
全方位的信息支撑。

“指挥中心与情报
中心主要负责全市接警指令的流转和情报信息的采集、汇总和
研判；实战中心根据功能定位，科学划分为 5 大区域，各有侧
重。”嵊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主任黄永苗介绍，在日常运作
中，实战中心会实时接收指挥中心各类重要突发警情，同步开
展数据碰撞和指令研判；情报中心及时找寻、跟进视频等信息
资源；指挥中心则及时将信息反馈给一线民警。

“‘三中心’合一协同作战，健全了我们以‘快速、灵敏、精准’

为核心理念的实战中心运行体系，为基层一线办案单位提供了
强有力的信息和技术支撑。”嵊州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庞伟说，

“三中心”体系建立以来，有效提升了警方抓捕现行和设卡堵截
等环节的准确率和成功率，也为互联网背景下侦查、破案铸就
了利器。

今年7月初，嵊州警方接到群众报案，称杭州下沙有一家公
司，对外宣称是做电子商务的，承接开网店、代运营等业务，实
则搞的却是诈骗的名堂。接警后，“三中心”迅速运作起来。实
战中心、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展开研判。经分析，警方在很短
时间内就基本掌握了该诈骗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某、宋某、
李某、黄某等人的情况。7月27日，指挥中心下达集结指令，调
集刑侦、特警、派出所等警力赶赴杭州下沙，实施统一抓捕，查
获涉案公司2家，抓获犯罪嫌疑人50人，涉案资金260余万元。

深化社会治理
“三中心”合成作战，使嵊州警方充分发挥了基础信息在社

会治理中体现的综合效能，形成了信息化实战警务反哺社会治
理的全新模式。

今年3月，嵊州鹿山派出所社区民警对辖区内新开的一家
早餐店人员进行例行人员数据采集时，店主无法提供身份信
息。“店主很不配合，让我们起了疑心。”民警立即向“三中心”发
起人员核查请求。

实战中心经过相
关信息比对后，发现此
人是一年前陕西省公
安机关上网追逃的诈
骗嫌疑人曹某，而且其
女 周 某 也 涉 案 并 在
逃。在对现有信息进
行数据碰撞和情报分
析后，警方判断周某极

有可能与曹某同住一处。结果，办案民警当天就在曹某的住处
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周某，随后将这2名逃犯移送陕西警方。

在安全隐患排查方面，“三中心”同样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如今，嵊州全市140辆客运车辆和48辆危化品运输车辆全部植
入了GPS跟踪设备，车辆动态监管系统也被接入交警大队网络
系统。交警部门在指挥中心可以根据车辆轨迹、车内探头，全
面监查车辆超速超员、妨碍安全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民警向采访团成员演示微信报警

嵊州警方向采访团介绍“三中心”情况

梁朝森（右）与嵊州市公安局民警交流

嵊州警方创新信息化实战警务

“三中心”合一锻造“超级版110”

梁朝森
（南方法治报总编办主任）：

今天实地采访了嵊州
市公安局的信息化实战警
务，浙江在推动“互联网+警
务”方面的力度与创新给我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首先是硬件设施好。
从办公区、功能区到后来参观的指挥中心，不仅设施齐全，而
且信息化程度高，这在全国县级公安机关中都是比较先进
的。这也体现了当地党委、政府对公安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其次是创新意识强。创新是推动公安工作的发展动力，
嵊州市公安局不仅有超前意识，也有创新的举措，比如为了实
战的需要，建立了情报、实战、指挥三合一的“三中心”体系，这
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微信报警方式也比较新颖，与传统报警
方式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这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
公安工作的有益尝试。

还有一点就是警力配备合理。根据嵊州市公安局介绍，
90%的警力派驻到基层所队，同时在非警务岗位上充分利用辅
助力量，真正将有限的警力资源投入到合适的岗位中。

采访团有话说

采访团成员争相采访金色渔港餐馆老板娘

卢林锋（左）接受采访

於云国（右二）向采访团介绍万济池菜市场相关情况

本报记者 李洁 文 陈立波 摄

“这是 24 小时直播的吗？”“一般会挑选哪些地方播
放？”……昨天，站在台州市椒江区万济池菜市场门前约24平
方米的电子大屏幕前，看着视频里对农贸市场的实时监控画
面，采访团的成员们竞相提问。

在椒江，老百姓对于食品安全没有太多顾虑，因为即使进
不了后厨，仍能通过视频监控清楚看到大厨们加工制作食品的
全过程。不仅如此，农贸市场、药店，甚至于保健品推销员爱去
的酒店、宾馆等“会销”场地，如今也被摄像头实时记录下来，方
便主管部门远程监管。

椒江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国平介绍，椒江区积极发
挥“互联网+”在推进平安建设中的作用，尤其在“互联网+餐
饮+食品安全”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让“阳光”照进厨房
昨天傍晚 6

时许，在“海门渔
家乐”广场的金
色渔港餐馆的大
厅里，阳光厨房
摄像头展示区的
大屏幕上，后厨
洗碗间、洗菜间、
生菜间的情况一
目了然。

“请问，阳光
厨房的做法会不

会加大你们的成本？”“不会！”“员工对于阳光厨房持什么态
度？”“大家都是支持的。”……面对采访团的各种疑问，金色渔
港餐馆老板娘笑眯眯地说，2014年9月她的店正式推出阳光厨
房，“越是操作规范，顾客越是吃得放心，生意自然不会差！”

从2014年开始，食客们边观看后厨监控视频边享受美味
佳肴，已成为“海门渔家乐”广场的一大亮点。“每家餐饮单位的
凉菜间、洗菜间、消毒间、切配间、烹饪间等厨房关键岗位都安
装了电子探头，操作现场的图像直接传送到大厅以及户外的

LED屏幕上，让消费者能实时看到。”海门渔家乐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杰介绍，在摄像头下工作，员工变得自觉很多，厨
房的刀具、碗筷勺等也会摆放整齐。

去年3月，椒江区又推出全省首家酒店户外“阳光厨房”；
去年9月16日起，这一户外直播范围扩大至解放南路整条街的
21家餐饮单位。

透明化的餐饮服务成功吸引到更多消费者，越来越多的餐
饮服务企业加入到“阳光厨房”的队伍中，或把厨房的实体砖墙
拆掉换成透明玻璃，或在厨房内关键点位安装监控探头，并让
监控视频在前厅显眼位置播放。

截至目前，椒江区已建成“阳光厨房”170家，由此开创了全
民参与餐饮监管模式。

实时远程监管
“一边是遍地开花的餐饮企业，一边是数量有限的监管人

员，如何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是困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
多年的难题。”椒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於云国坦言，椒江区
拥有中小餐饮店2500家，而监管人员数量却不足百人，要想对
辖区内所有的餐饮企业进行实时的、常态化的监管，仅靠人工
监督已经落伍。

“互联网+”带来了蜕变的机遇，椒江区把握时机，升级硬
件，采取互联网端口接入手段，实现了一对多的同步在线监管。

“你看，我们的监管人员只要在手机上安装APP就能实现
随时远程监控。”於云国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APP点击“阳光
厨房”，里面便出现了上百家餐饮单位的名称，点击其中任意一
家就能实时掌握后厨情况，倘若发现问题，其中的“一键抓拍”
功能也为取证提供了便利。采访团成员们看得目不转睛。

为了保障老
百姓的“菜篮子”
安全，椒江区的万
济池菜场、副食品
市场等大型农贸
市场也分别安装
了 30 多个网络摄
像机，这些摄像机
的监控范围涵盖
市场周边及场内

蔬菜、鲜肉、禽蛋、水产、干货等区域。主管部门、市场管理者可
通过网络平台和手机APP软件，进行实时现场图像浏览，第一
时间了解市场经营情况、经营秩序及商户经营行为等信息，实
现对农贸市场环境卫生、价格监控、肉菜溯源、内部管理等的实
时远程监管。

“阳光”照进了厨房，照进了市场，也照进了药房。除对辖
区各大药房进行监控外，椒江区还在省内率先推行保健品行业

“阳光会销”新模式。

从前“闲人免进”如今现场直播
台州椒江“阳光厨房”保障舌尖安全

赵敬春（青海法制报社编委、新闻中心主任）：
椒江阳光厨房的做法确实让我眼前一亮，这真正保证了

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卢林锋（广西法治日报采访中心政法一部主任）：
通过阳光厨房模式，

老百姓看了舒心、吃了更
放心。这是我在其他城
市采访过程中从来没看
到过的。

采访团有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