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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赵学良

本报讯 夏日，热浪吹来，德清县下渚

湖湿地风景区里，片片荷叶轻摇。在蝉鸣

声中，游船驶向终点——融合了江南水

乡、防风古国的景中村，二都小镇。穿过

一条老街，走进一幢古色古香的院落，一

阵清凉之意扑面而来，喝一口免费凉茶更

是惬意。这里是“安全教育体验馆”，占地

面积40平方米，隔壁就是二都小镇网格

警务室。

这里也是湖州市首个景区内的“禁毒

体验馆”，馆内设置了禁毒史、人脸识别吸

毒系统、毒品的种类、明星吸毒案例等板

块。游客陈女士被人脸识别吸毒系统给

吸引住了，这个系统可以合成出拍照人若

是吸毒10年、20年后的样子。陈女士站

在互动屏幕前，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忍不

住“哎呦”了一声——“怎么这么可怕！”屏

幕上的女人，脸色蜡黄、还

有毒斑……

在体验馆的另一边，不

少游客正围着毒品样品在

仔细观察。“以前只在电影

或者电视里看到过毒品，以

为都是白色粉末，想不到现

在还有奶茶状、咖啡状、糖

果状的毒品，认识毒品很有

必要！”

在体验馆的门口，还有

另一块牌子——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

“去年9月安全教育体验馆启动后，我们

组建了以学生为主的‘安防小卫士’队

伍。”下渚湖派出所所长连毅介绍说，开馆

后，德清县公安局、教育局等部门不定时

地为“安防小卫士”开展各种安防知识培

训，在提升孩子自身安防意识和能力的同

时，还通过“小手拉小手”的方式将安防知

识传递给家长。

“贩毒就是谋财害命，吸毒就是自杀”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一张张绿色的

小纸条，写满了“安防小卫士”们的禁毒宣

言，在安全教育体验馆的一面墙上贴成了

一颗“承诺树”。这不仅是他们对毒品危

害的深刻体会，也是他们想传递给游客们

的禁毒理念。

“安防小卫士”写下禁毒宣言

本报记者 李洁 王小兰 通讯员 唐国涛

夏日一大早，家住嘉善县魏塘街道风

泽泗洲小区的庄阿姨骑着电动车出发去买

菜，骑到小区大门口时，出口处的抬杆没有

升起，报警器却响了起来。小区保安笑嘻

嘻地走了过来：“庄阿姨，又忘记带门禁卡

了吧！”在风泽泗洲小区，电动车不仅要从

非机动车道进出，而且只有当门禁卡与电

动车车卡一致时，自动抬杆才会放行。也

就是说，如果电动车在小区内被盗，没有门

禁卡的小偷连小区大门也出不去。

小区“零发案”

如此高科技的电动车智能防盗网，源

于嘉善县“智安”小区建设。风泽泗洲小区

是“智安”示范小区，小区内随处可见高精

尖的安防系统。

在小区的主出入口，除了非机动车道，

还有机动车道和人行通道共计3条通道。

当记者试图“硬闯”时，报警器立马发出了

“滴滴滴”的警告。

“人行通道安装有感应电磁门和人像抓

拍自动识别系统，访客必须登记才能进入。”

嘉善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严玉明向记者

介绍，“我们的‘智安’小区目前已经拥有人脸

识别、车牌识别、电动车防盗识别、重点部位

巡更、家庭摄录一体机等八大智能防控模块，

实现了‘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过留号’。”

早在2014年底，嘉善县就开始探索“智

安”小区建设，在嘉辰花苑、临江景苑等11个

小区开展试点，在试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

在全县范围内推进“智安”小区建设。县里

还制定了《全县“智安”小区安防建设配置标

准》，像风泽泗洲小区这样的封闭式小区以

智慧安防设备集成应用为重点，开放式小区

则以“虚拟封闭+安装摄录一体机”为重点，

分两个不同类别进行标准配置。

如今，嘉善县已建成“智安”小区120

个，实现了平安指数直线上升，“智安”小区

刑事警情比未建时下降55.7%，其中61个

小区实现了刑事案件“零发案”。今年，“智

安”小区项目入选嘉善县十大民生工程，并

计划再落实专项资金用于实现县域210个

城乡居民小区全覆盖。

“智安”进家门

如今，除了智能防控外，嘉善县继续围

绕“服务民生”做文章，各种家庭防范“黑科

技”应运而生。在位于风泽泗洲小区里的

“智安e家园”展厅，记者大开了眼界。红

外探测器、一键求助、可燃气体报警器等

13项“智安”家居设备都可一一体验，居民

可根据自身需求选购，只要将设备与“智安

社区”手机APP实时连接，人不在家也能

随时监测家中安全状况。

说起“智安”家居设备，居民张先生说：

“这个我最有发言权，可燃气体报警器是真

管用！”原来，今年初，张先生的手机上突然

接到家里燃气泄漏的报警信息，他连忙给

在家的妻子打电话，但电话一直无人接

听。感觉情况不妙的张先生一边往家赶、

一边打110报警。等他赶到家里时，门口

已经围了很多人。一问才知道妻子在洗澡

时煤气中毒晕倒了，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已

经将人送去医院。经过抢救，他的妻子很

快康复出院了。如今提起这件事，张先生

还是很激动，“现在不光小区治安好，家里

也多了‘平安管家’啊！”

“‘智安’家居工程就是‘智安’小区升

级版的一大特色。”严玉明介绍。今年以

来，嘉善县实现了“智安”小区建设从智能

防控向服务民生的升级跨越，将“智安”向

家庭端延伸，围绕智慧城市发展方向，融入

智慧政务、智慧交管、智慧教育等服务元

素，实现公共管理和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向

外则延伸至“智安街区、商贸区”，形成以小

区、商贸区为点、街面为线、整体成面的全

域智慧防控新常态。

“大数据”破案

2014年以来，“智安”小区智能安防系

统已采集海量车牌、人脸、电瓶车等轨迹数

据，而这些鲜活数据都汇聚到“智安小区管

理分析平台”，被深度挖掘运用。

2015年，嘉善县公安局研发了“智安

小区管理分析平台”，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汇

总、挖掘和研判分析，增强了主动预防和打

击犯罪的能力。

去年11月，位于城郊接合部的一个开

放式小区发生多起夜间“窗口钓鱼”盗窃

案。侦查员获取了嫌疑人提着竹竿作案的

行为特征等，在管理分析平台中比对分析

后，很快锁定湖南籍嫌疑人李某。侦查员

根据掌握的信息，再一次在管理分析平台

进行实时查控，发现嫌疑人出现在罗星街

道城东小区，分析有再次作案可能，于是通

过蹲点守候将李某抓获。

本报记者 高敏 实习生 尹思燃
通讯员 夏法

本报讯 她是瘾君子，一次又一次吸

毒。她同时也是母亲，只身带着2个未成

年的女儿，还有个小女儿刚出生就被她遗

弃在医院。由于有长期吸毒的恶习，且将

要服刑，检察官认为，她已不宜再作为女

儿的监护人（本报7月17日曾作报道）。

7月27日上午9点40分，杭州市下城

区法院宣判，撤销桃冰（化名）作为小女儿

监护人的资格，并指定下城区民政局为监

护人。这是下城区首例民政部门申请撤

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

桃冰是重庆人，大专学历，毕业后不

久，未婚生下女儿小桃（化名）。然而，小

桃3岁时，桃冰和孩子爸爸分手，25岁的

她来到杭州，开始混迹于夜场。在毒友们

的引诱下，她吸上了第一口，并由此过起

了与毒品相伴的日子。为了吸毒，她还以

贩养吸，先后多次被行政处罚甚至判刑。

这期间，她又生下了女儿小小桃。

2017年11月底，桃冰又因为贩卖毒

品被移送下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但她

的孩子们怎么办？

就在检察官安顿16岁的小桃和16

个月的小小桃时，消息传来，民政局得到

一起疑似遗弃案的线索：有一个孩子早

产后没几天就被遗弃在省人民医院，且

孩子有毒瘾发作的迹象。经查，孩子妈

妈正是桃冰。

原来，今年1月，桃冰在省人民医院

生下女婴咪咪桃，经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

病等多重疾病，她随后因无力支付治疗费

用独自出院离开。省人民医院多次联系

桃冰未果后，向公安机关报警。4月，下城

警方将咪咪桃送至杭州市儿童福利院。

针对这个情况，下城区委政法委牵

头，公安、监察、民政等相关部门成立了

“护苗小组”进行专案解决。在进一步了解

情况后，大家发现，桃冰的母亲已经去世，

其父亲在同意抚养小桃和小小桃的情况

下，已无力抚养生病的咪咪桃。于是，下城

区民政局向法院申请撤销桃冰监护人资

格，指定民政部门为咪咪桃的监护人。

宣判那天，桃冰没有出现在法庭，由

援助律师代为接受判决。因为已因贩卖

毒品罪被判刑，同时还有遗弃罪漏罪尚没

有移送到法院，桃冰目前已经被逮捕。

宣判后，借着这个案件的契机，下城区

法院召开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专题座谈

会，共同讨论如何联合多方力量有效保护

未成年人权益，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下城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杨琴说：“我

们应联合社区、医院、学校等社会力量，建

立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发现和报告制度，

就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形成长效机制。”

进入小区人脸识别 家里出事自动报警
嘉善今年将实现“智安”小区全覆盖

《眼中只有毒品的母亲被诉撤销监护人资格》后续

母亲被剥夺监护人资格 民政局成为监护人

景区里有一座“禁毒体验馆” （上接1版）

如今，傍晚时分和92岁母亲在公园里

散步时，王厚鑫都会拉着她的手。他的女

儿也陪在旁边。有任务时，他不愿让家里

人知道，就算接到电话，也用“巡逻”“抓赌”

来搪塞，或者干脆提也不提。“尽量让她们

少担心一点。”王厚鑫说。

退伍不褪色

王厚鑫已两鬓花白。虽然还能穿戴着

85斤重的排爆设备在烈日下工作两三个

小时，拿剪刀的手也还是一如既往稳健，但

他知道，自己坚持在排爆一线的时间没几

年了。他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让徒弟们

能够独当一面。

平时在处置爆炸现场时，凭借丰富的

排爆经验，王厚鑫对一般炸弹的当量、构

造，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为锻炼徒弟们

的心理素质，当他认为炸弹威胁不大，甚至

可能是假的时，就会让徒弟们担任主排手，

他则在离他们三五米远的地方进行指点，

给他们信心。

王厚鑫常跟徒弟们说，只有当你了解

炸弹胜过了解你自己时，你才能战胜恐惧。

如今，两个徒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都

已经具备了担任主排手独立执行排爆任务

的能力。

金华市看守所民警范存建是王厚鑫

20年的老战友，他说：“老王钻研能力强，

在部队里就一直是先进人物，当排长时，被

部队评为优秀排长，当连长时是优秀连长，

当营长时是优秀营长。”

从工兵营营长，到排爆专家，王厚鑫始

终保持着共和国军人退伍不褪色的本色，

并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成功摸索出处置

涉爆现场的“老王工作法”，成为全省、全国

排爆战线上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