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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警长”
剑指“奸商菜霸”
护牢百姓“菜篮子”

民以食为天。为保障市民“舌

尖上的安全”，湖州市公安局还在当

地113家农贸市场设立了166名“市

场警长”。

王全德是安吉县公安局食药环

大队的教导员，同时也是安吉县三

里亭农贸市场的“市场警长”。每

周，他都要去农贸市场转一转。去

年初，王全德摸排到一条线索：当

地少数火锅店、酸菜鱼店存在“地

沟油”。循着这条线索，湖州警方

从当地49家火锅店、酸菜鱼店中确

定了12家重点对象，成功查明其中

5 家火锅店存在收集、提炼使用

“地沟油”的违法行为，由此破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 5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名。

“市场警长”不仅守牢百姓“菜

篮子”的安全，还守护“菜篮子”

的公平。李某在长兴李家巷一农贸

市场从事甘蔗销售，并且是“独家

经营”，售价明显高于市场价。今

年初，农贸市场因动迁搬至新场

所，一下子出现了好几个卖甘蔗

的。为抢占市场，李某通过各种非

正当手段干扰其他销售甘蔗的经营

户。这一情况，被李家巷的“市场

警长”于海波掌握，他第一时间约

谈了李某，并作出有效处置。

“我们的‘市场警长’除了日常

在市场内及时发现危害食品安全的

情况外，还主动发现其他欺行霸

市、寻衅滋事、强买强卖等违法犯

罪活动。特别是针对‘菜霸’等黑

恶势力，一旦发现，坚决零容忍！”

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沈海

伟说。

“道路警长”
化身普法使者
助推警民沟通“零距离”

杨军是湖州市公安局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也是湖州市太湖路的

“道路警长”。每个月，他都会定期

去太湖路开展治安巡逻、文明劝

导、普法宣传和民意收集等。像杨

军这样的“道路警长”，湖州有上

千名。

2017年以来，湖州公安深入推

行“一路一警”责任区勤务模式，

将市区130条主次干道、支小道路

及249个灯控路口、27个非灯控路

口全部责任到人，压实日常管理责

任。其中，市中心城区的主要道路

明确到各级领导干部，确保每一条

道路都有人管、不失管。

“近期，湖州在巩固文明城市创

建成果，我们就重点向大家宣传禁

摩等相关政策。作为一名机关民

警，能够借助担任‘道路警长’的

机会，贴近百姓联系群众，我觉得

特别有意义。”杨军说。

这几天，湖州的最高气温屡屡

突破 40℃，湖州千名民警上一

线，顶烈日、战高温、斗酷暑，文

明劝导、普法宣传，成为城市中的

一道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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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八一”环岛行

近日, 宁波梅山边检站开展迎“八一”环

岛骑行活动。

官兵们你追我赶，奋力争先，同时互相鼓

劲加油，充分展现了团结互助、和谐奋进的

风貌。

通讯员 黄冠珏 摄

通讯员 陈荷花

本报讯 近日，一辆救护车开进平阳

县看守所大院，静静地停了下来。监区大

门缓缓打开，两位民警带着在押人员刘某

走了出来。戴着手铐的刘某头发花白，眼

神里满是焦急和期盼。民警打开了救护车

车门，刘某疾步上了车，跪倒在地，喊了一

声“妈，是我，老三呀”。

救护车里的担架床上躺着的是他97

岁的老母亲。老人微微睁开眼睛，费力地

想看清眼前的人，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

音。刘某紧紧握住了母亲的手，眼泪止不

住地往下流。

这次会见，是平阳县看守所破例为刘

某母子精心安排的。

2017年4月15日，刘某因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被平阳县公安局刑拘。1年

多来，在看守所民警一次次找他促膝长谈

后，刘某从最初的抵制、不配合，慢慢转变

了态度，也逐渐适应了看守所的生活。民

警得知，刘某心里最牵挂的，就是家中97

岁的老母亲，只要一说起母亲，74岁的刘

某就掩面哭泣。“这么久没见过母亲了，她

肯定很担心我。弟弟来信了，说母亲身体

每况愈下，已经吃不下东西了，只能靠营养

液维持着。”近期，刘某的判决书下来了，他

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等我刑满释

放，母亲可能已经不在了。要是能再见她

一面该多好啊！”

得知刘某的心愿后，看守所领导立即

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此事。如何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妥善安排这次特殊的会见，

看守所领导班子经过多次探讨，在征询家

属意见后，最终决定将刘某母亲接到看守

所来会见。之后，看守所领导又与医院方

面充分沟通，在确保刘母身体状况稳定的

情况下，由120救护车护送她来到看守所。

救护车上的会见结束后，刘某对民警

说：“谢谢你们！明天我会安心去监狱服

刑，在那里好好改造。”第二天一大早，刘某

被顺利投送至监狱。

4天后，刘母安然离世。看守所安排

的这次特殊会见圆了母子俩“见最后一面”

的心愿。

本报记者 李媛媛

本报讯 在生活困顿中，慈善之光能

燃起希望。昨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听取

了关于《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说明。

为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草案提出

了“两个同步”的制度创新：一是同步办理

慈善组织设立登记制度，即民政部门在办

理社会组织设立登记时，对符合慈善组织

条件的，可同步将该组织登记为慈善组织；

二是同步取得税收优惠资格制度，即慈善

组织自完成设立登记时起，同步取得公益

性捐款税前扣除资格。

草案针对公开募捐作了进一步规范：

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

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

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以

本慈善组织名义开通的门户网站、官方微

博、官方微信、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发布

公开募捐信息。

在个人求助方面，草案在附则中作了

适当规范：为解决本人或者近亲属的困难，

个人可以向慈善组织或者所在单位、城乡

社区组织求助，也可以向社会求助；个人通

过互联网求助的，可以在国务院民政部门

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上发布求助信息；对个人求助，广播、电视、

报刊可以提供宣传报道方面的帮助，但应

当对宣传报道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实，不

得为求助人开展公开募捐。

此外，在激励慈善行为方面，草案规

定：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慈善

活动提供场所和其他便利条件，并减免相

关费用；对在慈善事业发展中作出较大贡

献的个人，本人或者家庭生活遇到困难时，

在同等条件下，慈善组织可以优先给予

救助。

我省制定法规让慈善走得更远
慈善组织登记时，同步取得税收优惠资格

本报记者 李媛媛

本报讯 发力“最多跑一次”改革，浙

江是认真的。昨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听

取了省法制办关于《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

次”改革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

说明。这也意味着，浙江将以立法手段全

力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到底。

从2016年12月首次提出“最多跑一

次”，到今年全国两会“最多跑一次”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这项发端于浙江的改革已经

积累了大量好经验、好做法。如今，草案将

从哪些方面固化良方，助推“最多跑一次”

行稳致远呢？

在群众少跑腿方面，优化办事流程是

捷径。草案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最多

跑一次”改革要求，减事项、减环节、减材

料、减时限、减费用，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办

事效率。草案同时规定，实行统一收件或

者受理的办事事项由不同行政机关同时办

理的，统一收件或者受理后视为所有行政

机关同时收件或者受理；由不同行政机关

依次办理的，下一行政机关收到上一行政

机关的告知视为收件或者受理。这也表

示，各地行政服务中心正在探索的“一窗受

理”将有法可依。

打破“信息孤岛”，用数据跑腿代替人

员跑腿。草案规定，公共数据主管部门负

责归集、整合公共数据。各级行政机关应

当将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中的数据归集到本

级公共数据平台；设区的市、县（市、区）公

共数据主管部门应当将本级归集的公共数

据汇集到上一级人民政府公共数据平台。

在数据应用方面，草案规定，除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之间应当共

享公共数据，公共数据共享权限按照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执行。省口岸主管部门负责

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建立跨部

门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海关、海事、

边检、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之间信息互

换、监管互认、执法协助。

在践行改革中，谁都无法保证做到十

全十美。为此，草案还制定了容错免责条

款：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过程中出现失

误，但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勤勉

尽责、未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的，不追究有

关行政责任。

我省立法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
专门设容错免责条款

“妈，是我，老三呀”

74岁的他戴着手铐跪倒在救护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