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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洁琼 通讯员 孙波

“你作为所长，什么问题最让你睡不着

觉？”宁波市海曙区古林派出所所长戴金旭

至今还记得这个问题。

这是今年3月1日，宁波市委常委、公

安局长黎伟挺带领市局行动专班到海曙区

古林派出所调研时，向他提出的。

“消防隐患。”戴金旭脱口而出。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入手。”黎伟

挺也是斩钉截铁。

彼时，宁波市公安机关“千警下基层、

万警大巡访”专项行动刚刚启动，试点就在

古林派出所。

古林镇地处宁波城乡结合部，流动人

员多，治安情况复杂，许多问题在各地具有

共性，故此黎伟挺选了这里“解剖麻雀”。

白天调研、晚上座谈、深夜总结，3个

多月的连续作战，市局行动专班将古林派

出所辖区情况像梳头发一样里外梳了个

遍，共归纳出大大小小8个方面220项需

要改进的问题。在这场持续战中，戴金旭

渐渐发现，许多被认为是硬骨头的难题，被

一一破解。

古林所的成功，为宁波公安机关全面

开展“千警下基层、万警大巡访”专项行动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探寻了基本的方

法。今年2月以来，在市公安局党委班子

成员的带领下，宁波市民警到治安最复杂、

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啃“硬骨头”，接“烫

手山芋”，解决了一批社会治安的老大难问

题，打造了一批可推广的治理样板，为实现

宁波市“六争攻坚、三年攀高”宏伟目标营

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

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所长的心病怎么解？

4个月后的今天，戴金旭坐在记者对

面，这位当了12年所长的老民警回忆起这

些与局长一起“奋斗”的日子，感触良多。

他翻开笔记本，细数着一条条会议记

录。“这么多问题被摆到台面上，一开始很

忐忑，但是很快发现局领导不是把板子打

下来，而是把办法送下来。”

好多个晚上，局领导去厂区、农居点走

访完，再回到派出所一起商量方案。专班

驻扎两周后，与所里商定啃第一块“硬骨

头”——工业用房违规改建公寓楼的问题。

古林镇企业多、流动人员多，有人就投

资将一些工业旧厂房改建成了公寓楼出

租。这种公寓楼危险多，治安与消防隐患

突出。看似国土、住建、安监等多个部门都

能管，但又陷入了“看似都管实则都不管”

的境地。

（下转7版）

本报记者 邱逸涛 文 程绍亮 摄

本报讯 7月14日上午，“谁是未来大

明星”2018浙江少儿微电影国际夏令营开

营仪式在江山大陈历史文化村举行。

根据浙江省电影家协会、浙江省文化

创意产业促进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衢州

市委宣传部、江山市委市政府签署的战略

合作协议，“谁是未来大明星”2018浙江少

儿微电影国际夏令营活动确定在“浙江微

电影战略合作城市”“浙江微电影奖落户城

市”江山举行，并作为“江山如此多娇”第三

届浙江省微电影奖的一项分支活动。

据悉，本次夏令营是由浙江省微电影

专业委员会、江山市委宣传部、浙江法制报

主办，浙江法制报影视中心、加拿大温哥华

国际音乐学院承办，江山耕读小镇、江山大

陈村协办。

今年是中加旅游年，本次夏令营的营

员主要由中国和加拿大两国中小学生组

成。夏令营将融合中加两国青少年文化、

艺术交流，意在增进中国与加拿大青少年

友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国

秀丽江山。

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中加两国小营员

还将在“浙江省微电影拍摄基地”——江山

耕读小镇共同拍摄一部古装微电影——

《妈妈的那碗大陈面》（国际版），让孩子们

了解并传承中国孝道文化，影片完成后将

参加“江山如此多娇”第三届浙江省微电影

奖以及各大国际微电影赛事。

开营仪式上，江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汪黎云致欢迎词，对加拿大师生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中加两国小营员还互赠了见

面小礼物，并共同演唱了歌曲《那里有个名

叫江山的地方》。

“谁是未来大明星”国际夏令营在江山开营
中加两国小营员要演一部古装微电影

奉化溪口民警服务游客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车军妍

7月上旬的一天，顶着盛夏的阳光，沿

着弯转的村道，一辆大巴车径直开进诸暨

枫桥镇枫源村便民服务大厅前的一块空地

上。下车的这一行人中，有的是乡镇街道

的执法人员，有的是村里的党员干部，他们

从遥远的山西长途跋涉赶往诸暨东南部的

这个小山村，不为别的，只为取经。而这本

“经”，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

像这样的“取经团”，枫桥村村主任、第

一支部书记骆根土记不清接待了多少。送

走一拨，又来一拨，不变的，除了这位干了

32年基层工作的村干部的那口浓重的诸

暨普通话，还有的就是笑声、掌声和赞扬

声。讲解一结束，所有人都由衷感叹，在发

源地绍兴，“枫桥经验”历久弥新，仍焕发着

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村里的那些事
村民自己说了算

半个多世纪前，在信息闭塞的年代，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让“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

验”，一跃成为全国综治战线上高扬的一面

旗帜。时光飞逝，到了今天，互联网时代，

动动手指就能把信息传出千里，“枫桥经

验”能否适应时代的新要求？

这个问题，“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枫源

村最有发言权。这座浸润在厚重历史长河

中的村庄，在近年来收获的荣誉依旧亮

眼。从“浙江省全面建设小康示范村”“浙

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到“绍兴市民主法

治村”，最让人信服的，还是它自2006年

起未发生过一起上访事件，矛盾调解率高

达100%。而这一点，也是骆根土最为自

豪的。

“其实很多矛盾还是信息不透明惹的

祸。”骆根土说，之所以可以真正做到将矛

盾化解在村中，是因为在枫源村，村民可以

用手机直接通过“平安浙江APP”上传报

料信息，根据村民报料，村委会人员在综治

中心就可以迅速处理具体事项。每周二，

村里会雷打不动地召开一次民情分析会，

督办近一周受理的案件是否处理好，没有

办好的则需要总结原因，并向举报人交代

清楚进度及原因。此外，骆根土还会悉心

观察，看看一段时间内什么类型的事件被

举报反映得最多，再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

制定相应的可行性方案。骆根土管这叫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下转2版）

宁波公安千警下基层万警大巡访
共寻基层社会治理“金钥匙”

从一花独放到百花齐放
绍兴让“枫桥经验”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