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服务”
规上企业

3月18日，桐乡市公安局城南（高桥）派出

所民警到辖区规上企业开展复工复产“三服务”

活动，提醒企业职工注意防范非法集资等经济违

法犯罪行为。

通讯员 金晓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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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叶徐炜 张星昱

本报讯 疫情发生以来，龙游全县未发

现一起确诊病例，是全省平原地带交通要道

唯一的“纯白县”。这场战“疫”，龙游县将

“智慧+网格”作为最大的“神器”，打得十分

漂亮。

全省启动一级响应后，龙游县第一时间

发出疫情红色征集令，1800名网格员、7000

名党员志愿者迅速集结在疫情第一线。包

片领导、联户党员、网格员、志愿服务者齐上

阵，通过帮办服务、交通服务、住宿服务、医

护支持、困难救助、文娱服务，重点解决隔离

带来的困难。

此外，龙游用好“龙游通”掌上智慧平

台，打通权威发布、宣传发动、信息搜集、线

索举报、问题处置、网上服务等全链条，接收

各类举报4136件，办结率达99.7%。为解决

村（社）进出管控难的问题，充分运用健康

码，实行“一名县领导+一名县管干部+一个

机关部门+一个出入口+一支志愿者队伍”防

疫模式，确保管实、管牢。

在管控的同时，龙游运用网格输送精密

服务。当地组建网格战时服务团，已累计为

企业解决各类问题1600余个。举办AI智能

线上招聘交流会，成功招聘到15个省内外劳

务基地群3500名员工。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西检

本报讯 3月18日，为加强诉源治理，

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少捕慎

诉”理念，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和西湖区公

安分局经前期磋商，借用健康码的管理思

路，就利用“云”管理机制对审前非羁押人员

进行监督管理达成共识，共同制定出台《关

于降低审前羁押率对非羁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监督工作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意见》）。

西湖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司法实

践中，强制措施的使用一直存在着重逮捕、

轻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问题，从而形成了

逮捕率高、审前羁押率高和捕后轻刑率高的

“三高”难题，不仅增加了司法成本，也不利

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回归社会。

为破解“三高”难题，《意见》明确，依照

法律规定和案件具体情况，对可能判处十年

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符合罪行较轻，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确有

悔罪表现等条件的，可以适用不逮捕措施的

非羁押诉讼案件程序。但为确保诉讼活动

的顺利进行，可以使用电子手环、定位软件

等监管措施对审前非羁押人员进行监督

管理。

据了解，该电子监管措施可以实现远程

开关机、人机分离报警、破坏报警、越界设

置、越界报警、特殊场所接近报警、自动巡

检、巡检频率设置、实时查询、轨迹查询等多

重功能。实现明确的区域活动限制管理功

能，既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能够回归日

常生活，又能够确保活动行为的时时可控。

即使发生任何突发状态，也能够第一时间应

急反应，从而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意见》还对非羁押诉讼案件、人员适用

范围，使用条件、程序、监督管理进行了详细

规定，对违反使用电子监管措施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明确了管理措施。同时，《意见》

还明确规定对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和人

民法院判处实刑、免于刑事处罚的及时解除

电子监管措施。

“对采取非羁押措施的轻罪刑案件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使用电子监管措施监督管

理，不仅有利于其回归社会，促进赔偿退赃，

提升认罪认罚的效果，而且还能有效提高司

法效益，实现更良性的司法循环。”西湖区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宣告不起诉决定
四少年重获机会

通讯员 陈洪娜

本报讯 近日，舟山市定

海区检察院举行了一场特殊的

不起诉宣告仪式，通过微信视

频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4名未

成年人作不起诉宣告。

早在去年3月，定海区检

察院办理了一起涉案人员达

40余人的聚众斗殴案，考虑到

案件中部分未成年人符合法律

规定的相对不起诉条件，检察

机关依法对情节较轻的周某等

4名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

诉的决定。在过去的一年里，

该院对这4名涉罪未成年人进

行了持续的考察、帮教。由于

该4名涉案未成年人在考察期

内表现良好，期满后，该院决定

如期对他们进行不起诉决定

宣告。

宣告当天，办案检察官事

先通过电话确认涉案未成年人

身份信息，在确定其法定代理

人到场的情况下，邀请法律援

助律师参加，通过微信视频群

聊的方式，对4名涉案未成年

人分别进行了不起诉宣告。

据介绍，该院已先后对30

余名罪错未成年人开展行为矫

正、心理干预、技能培训、帮教

考察，帮助他们增进家庭关系，

顺利复归社会。

通讯员 许多 陈佳瑜 周继祥
本报记者 郑嘉男

本报讯 不识字、不认路，当了24年“黑

户”的夏某没想到还能找回亲人，回到老

家。3月17日，夏某在舟山民警的陪同下，

回到了久违的老家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

“跟家人24年没见了，找到他们，我开心得不

得了……”一家人重逢时，激动得抱头痛

哭。夏某感动地说：“隔了这么多年还能与

家人团聚，要感谢新城公安！”

今年年初，舟山市新城公安分局民警在

开展“百万警进千万家”大走访中，发现女子

夏某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甚至连自己的老家

在哪也说不上来。夏某只是告诉民警，1996

年7月，她与家人发生矛盾后，一气之下离家

出走，从此与家里断了关系，开始了24年的

漂泊。几经辗转，夏某最终来到了舟山，被

村民徐某收留。

时间流逝，夏某的户口已被家人注销，

而她也因没有户口和身份，生活不易。由于

自己是“黑户”，没有什么文化的夏某不敢报

警求助，只好作罢。

通过走访了解这一情况后，民警希望能

通过DNA比对技术帮助夏某寻找亲人，但

均未匹配成功。要打开这段尘封20多年的

记忆并不容易，好在一次交谈中，民警发现

夏某竟能说出兄弟姊妹的名字“小爱、阿彩、

阿敏……”靠着这些仅有的音译信息，民警

进行核查比对，不断缩小寻找范围，最终在

当地村委干部的帮助下，成功联系上夏某老

家的妹妹。

目前，夏某相关的身份恢复手续正在办

理中。

派出所贴心服务
获企业真诚感谢

通讯员 朱甜甜

本报讯 “大灾面前知冷

暖，危难时刻见真情。黄泽派

出所在疫情前表现出有温度的

战斗力让我十分动容。”近日，

嵊州市公安局黄泽派出所收到

一家纺织机械公司总经理杨先

生寄来的感谢信。

该公司是专业生产喷气织

布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员工 100多

人。2月中旬企业复工后，派

出所主动上门服务，从企业主

体责任落实、防控方案制定、员

工核查、防疫物资准备、安全保

障工作等方面开展“多对一”指

导，真正把服务送到企业的急

需处。

3月上旬，企业外地籍员

工小李和小王回嵊州时，由于

没有通行证明，加上又不是本

地人，想回租房却屡次遭到房

东的拒绝。无奈之下，两人选

择向黄泽派出所求助。民警立

即帮助两人申领健康码，随后

与房东、村干部联系，经过沟通

消除了房东的顾虑，两人得以

顺利入住。当晚，民警办理好

两人的通行证后，送证上门，彻

底解决了他们的难题。小李和

小王连连道谢。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

黄泽派出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也扎实推进“破小案、办

小事、解小优、帮小忙、惠小利”

的“新五小工程”，这是黄泽派

出所践行“三服务”的真实写

照，也是警企同心、携手共进最

好的体现。

龙游，“零确诊”！
“智慧+网格”成为最大“战疫神器”

不识字不认路，艰难漂泊24年
舟山民警找了好几个月，终于帮她回家

“云”管理审前非羁押人员
杭州西湖检警共同出台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