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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各种“鱼类”在厂区屋顶的绿色植被中“遨游”。舟山市定海区依托西码头中心渔港，立

足“远洋渔业”特色，围绕“绿色海洋健康产业”方向，打造以健康类特色为主题的远洋渔业基地。 通讯员 姚峰 摄

本报记者 沈洁琼 通讯员 蔡佳

本报讯 昨晚，绍兴市公安局柯桥

区分局鉴湖大院里200余人的大会议室

坐得满满当当。柯桥公安每周夜学的

“砺剑讲堂”又开课了。

法制大队民警鲁剑亮作为“学生”

早早地拿着学习笔记来占座。身为绍

兴市公安局兼职法制教官，他已经上台

讲过两堂课了。但说起第一次讲课的

经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课没上

好，提出的问题太泛泛，无法起到督促

整改的作用。同事们反馈效果不好。”

第二次上课，他准备充分多了，用大量

数据、图表通报了近两个月全局案件办

理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作出了一

针见血的分析点评，真正起到了红红

脸、出出汗的作用。听完课后，很多同

事为他点赞。

近年来，绍兴公安运用“党建+”模

式，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做

到共谋划、同部署、齐落实。今年5月以

来，绍兴公安更是深入推进“补齐短板

强素质、拉高标杆树形象”主题

活动，全面开展“大学习大训

练”，对党建工作目标任务和措

施作了进一步明确，也将活动

内容作了进一步延伸。

绍兴各地公安机关结合各自地方

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学习入心

入脑。绍兴市局的警营讲坛、柯桥公安

的“砺剑讲堂”、越城公安的“蕺警夜

谈”、机关支部的咏诗会、微党课、微宣

讲等有益尝试，都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

评。绍兴市公安局党委还把每月第一

个工作日确定为支部学习日，通过多种

形式丰富学习内容。

以党建促业务、以党建优服务，绍

兴公安的“党建+”模式赢得了口碑和民

心。2017年，全市群众安全感持续提

升，达历史最高值97.15%，升幅居全省

第一；公安队伍自身荣誉感满意度

96.22%，为历史最高。

近日，绍兴市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

的10名110接线员出现在了大街小巷，

分别跟着5个城区派出所民警接处警，

从而更了解日常警情的处理流程，顺便

熟悉各辖区的地理位置情况。接警员

与处警民警是“熟悉的陌生人”，这次活

动让原先“不见面的交流”变成了面对

面的互动。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推动接

警、处警环节更好地无缝对接、更快捷

高效地为人民服务。”绍兴市公安局情

指联勤中心党支部负责人说，“接下来，

我们还会采取跟班作业、入编战斗小组

等形式提高全警的实战能力。

对于窗口服务部门，绍兴公安则结

合“最多跑一次”改革中“全市通办”“一

证通办”等要求，进行窗口业务交叉培

训，让民警、辅警全面掌握公安服务事

项最新办事流程，在接受群众面对面监

督中提升服务本领，推动公安窗口服务

质量再提升。

本报记者 李媛媛 通讯员 刘汉武

昨日，第六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

日，在杭州市救助管理站里，一对紧紧相拥

的母子让人动容。母亲张子鸽（化名）来自

河北保定，过去1个月来，因为儿子的突然

失踪，她陷入了焦灼、无奈的境地。她通过

各种渠道寻找儿子未果，正感觉绝望时，一

通来自杭州的电话令她欣喜若狂。

原来，儿子洪涛（化名）今年5月初独自

来到杭州旅游，本来想玩一圈就回家，没想

到却出现了意外情况。“我到了杭州以后，前

几天是滴滴出行，还雇请滴滴司机带我玩。

后来不知怎么脑子就乱了，明明支付宝里有

钱也不知道付费给人家，滴滴司机还以为我

是骗子，管自己开车走了。”洪涛回忆说，他

当时的思维非常混乱，胡乱走着走着，就走

进了一个老小区的小巷子里，呆呆地在地上

坐了一夜。

幸运的是，第二天一早，上城救助小分

队在街面巡查时发现了洪涛，并将他送往杭

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进行治疗。起初，面对救

助站工作人员的询问，洪涛一直缄口不言。

工作人员仔细查找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也

没有发现有关他身份信息的蛛丝马迹。之

后，工作人员一次次来到他的病床前与他谈

心，希望能打开他的心结。慢慢地，在工作

人员的关心与医护人员的治疗下，洪涛终于

开口了。根据他提供的简单线索，工作人员

联系多个地区的民政部门，最后缩小范围，

通过警务室“公安部全国人口信息系统”查

询比对，最终锁定了洪涛的身份信息，让他

和母亲得以重逢。

作为流浪者与亲人的温暖枢纽，救助站里

几乎每天都会出现重逢的场景。在第六个全

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杭州市救助站邀请了

20多名热心市民来现场了解社会救助工作，知

晓受助人员的饮食起居和受助情况等。

昨天，杭州市救助管理站和杭州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还签订了“综合研判甄别”协作

方案。今后，对需要进行身份信息综合研判

甄别的流浪乞讨人员，由杭州市救助管理站

采集和提供流浪人员指纹等相关信息，杭州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提供综合信息研判技术

支持，协作开展身份未明流浪乞讨人员寻亲

甄别服务。“事实上，我们两家单位已经尝试

合作了半年，成果也很显著。”杭州市救助管

理站业务科科长左伟介绍，从今年1月以

来，这项技术已经为20名人员确认了身份

信息，帮助他们与家人团聚。

不久前，已滞留杭州市萧山区救助管理

站1年的精神病患者章爱美（化名），就通过

杭州警方的“综合研判甄别”技术找到了家

人。萧山区救助管理站业务管理员俞世明

清楚地记得，5月8日那天，章爱美的丈夫、

儿女都来了，“看到亲人的一瞬间，长期处于

无意识状态的章爱美，眼睛里有一丝亮光闪

过”。离家3年来，她终于能与亲人团聚。

（下转2版）

拿着学习笔记去“砺剑讲堂”占座
绍兴公安“党建+”模式赢得口碑和民心

昨天是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
杭州市救助管理站与警方签下协作方案

未来会有更多流浪人员找到亲人

屋顶有“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