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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无人安防车、
5G警灯解放警力

“冒充美女跟你聊天不要信，这是诈

骗。”现场，一辆外表有点“憨憨”的5G无

人安防车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辆无人

安防车体型不大，一边在广场上环绕，一边

播报着反诈信息。据了解，该安防车采用

的是百度自动驾驶技术，可以实现单次

100公里巡航。车顶是一个可升降的云

台，最高可以升到3.2米。车辆四周有4个

激光雷达，可以精确感知周围情况，通过4

个360度鱼眼摄像头，将记录的视频保存

在车载黑匣子内。

“车厢里也别有玄机。”桐乡市公安局

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沈张汇一边说着，一边

打开安防车的车厢。只见里面是一个2.4

立方米的大空间，放置了各类防暴、消防、

急救装备，“最多可以放置800千克物品，

方便民警及时找到需要的装备。”沈张汇介

绍道，“5G智能安防车的使用既节省了峰

会安保警力，又让警力的调配更加灵活。”

除了无人巡防车外，记者在现场见到

的另外一样“新奇东西”，也值得一提。那

就是全国首款5G警灯。从外观上来看，

5G警灯前后左右共加装了7路摄像机，其

中1路是高速云台球机，6路是固定摄像

机，与传统的4G执法记录仪相比，5G警灯

更加稳定，且抓拍视角更全方位。

“它能够对周边人员、车辆等情况进行

实时记录，第一时间发现异常情况。其次，

这辆车中还部署了算力，对于常见的警情

可以迅速发出预警。”桐乡市公安局相关负

责人说，警灯上的7路视频可以利用5G的

大带宽特点，实时接入指挥中心，极大提升

了公安机关智能化巡控水平。同时，结合

北斗导航的定位能力，实现前端警力的调

度、指挥以及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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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洁

家住杭州拱墅区上塘街道瓜山社区的陈师傅最近碰到

一件恼火的事情。原来，他家楼上的邻居在装修，过了几天

陈师傅发现自己的卧室漏水便上去提醒。上去一看吓一跳，

楼上房子的卧室竟然改成了卫生间。一想到自己头顶马桶

睡觉，陈师傅怒气冲冲地打电话到社区要求解决。

“陈师傅能不能这样，你先自己去协商，大家相互认识一

下，看看对方是不是愿意拆。我同步也帮你了解一下情况。”

社工梁斌耐心地倾听，并给陈师傅支招。挂了电话后，梁斌

立即前去了解。原来，楼上的房子属于小产权房，目前房子

租给了二房东，二房东将其改造成了群租房，目前装修已经

进行到了一半。

面对这件棘手的事情，梁斌第一时间联系了派出所和住

建部门。但由于楼上住户觉得拆厕所损失太大，第一次调解

没有成功。对此，梁斌找到楼上住户的朋友，一起帮忙疏导

情绪。最后，该住户提出可以堵住马桶不用，陈师傅对此也

表示接受，事情最终妥善地解决了。

以往遇到这样的事情，梁斌会自己揽下去设法解决，但

现在，他更倾向于先做好沟通，让当事人双方好好说说。“有

时候他们嘴上说要赔钱，其实心里要的只是道歉。这就要求

我们要深层次地去了解当事人真正的需求，然后再去调取资

源。在过程中，我们还要不断给予正能量，引导当事人自己

去寻找解决办法。”梁斌说。

浙江晒福社会工作服务研究院院长沈宣元点赞了梁斌

处理方式：“在人际沟通、冲突管理、情绪疏导等方面，他通过

运用例如同理心沟通，找当事人朋友帮忙等一些心理学的基

本方法，不仅沟通有效，也拓宽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梁斌的转变，正是得益于拱墅区心理社工“千人培育”工作。

2017年，拱墅区成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首批

12个试点之一。但专业心理服务人才的匮乏，成为制约试

点工作深入开展的一大瓶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

此，在浙江理工大学、浙江晒福社会心理服务团队的支持下，

2018年，拱墅区着眼基层，创新开展了心理社工“千人培育”

计划，由专业团队为全区各个街道的千余名社工开展分批轮

训。此外，打造了浙江·拱墅心理社工培育孵化督导基地，定

期安排浸泡式学习沙龙、案例督导、专业课程等。目前，拱墅

全区已有心理社工1053名，覆盖每个社区。特别是今年疫

情防控期间，心理社工在服务居家隔离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出色地打赢了疫情防控“心理仗”。

“通过几次培训，心理社工不可能一下就成为谈判专

家。”拱墅区卫健局副局长胡卫波谈了自己的看法，“但我们

还是要先做起来，相信通过一期期的学习，他们解决矛盾和

问题的能力也会与日俱增，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也能更好地管

理自身的情绪与压力，从而以点带面，传递健康心理知识，营

造良好社会心态。”

今年11月，拱墅区开展了第三期心理健康服务专业技

能培训班，培训范围也从社工扩大到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重点人群。

1053名心理社工化解矛盾有“心”方法

本报记者 徐冬梅

本报讯 为纪念沈家本诞辰180周年，近日，第二届

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州市举行。本次

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与湖州市共同举办，来自中国法学

会、最高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司法厅、

国内高校专家学者以及沈家本后裔代表等共140余人

出席。

沈家本是清末官吏、法学家，浙江吴兴人，被誉为中国

法律现代化之父。开幕式上，中国政法大学与湖州市政府

就《沈家本律学文献丛书》合作出版现场签约。沈家本后

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详细介绍了沈家本修订法律

的历史背景，以及沈家本的家国情怀与法律救国理想的

形成。

“我们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要

论述精神，充分发挥沈家本先生重要法律文化价值，为弘

扬法治精神、推进法治湖州、打造‘重要窗口’示范样本贡

献力量。”湖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会长夏

文星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湖州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发掘和传承“沈家本法治文化”，以

“内强文化实力、外树法治名片”为思路，聚焦文化传承，突

出融合共享，既注重硬件提升，又做好历史、法律、人文的

结合文章，深入推进政企校合作，不断擦亮“家本故里·法

治湖州”金名片。

研讨会期间，还举行了湖州市沈家本研究院成立仪式

和沈家本诗集发布会，与会嘉宾还现场考察了沈家本历史

文化园，拜谒了沈家本墓。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沈家本历史文化园建设的重要参

与成员单位，吴兴区司法局多措并举，全力推动历史文化

园建设。“我们打造了以沈家本为原型的‘家家普法’卡通

形象品牌，利用新媒体开展‘家家讲堂’网上微普法、实体

大课堂公益宣传，在强化普法依法治理、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中加深印象。”吴兴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黄永强表

示，他们还通过收集各方史料编印《沈家本先生诗集》、制

作书签周边，使沈家本这张历史文化名片更加熠熠生辉。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周梦琪 杨壹

本报讯 11月22日，第二届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构建

现代警务模式高端峰会在绍兴举行。会上，来自全国知名高

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与各地践行“枫桥经验”一线政法干部代

表，紧密围绕当代社会治理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特别是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社会治理现代化、警务现代化

等核心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在这场思想交流的“盛宴”伊始，绍兴市副市长、公安局

长俞流江介绍了绍兴公安机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构建现代警务模式的做法和经验。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近年来，绍兴市公安机关坚持

向改革要动能、向创新要活力，体制不变、机制先行，紧扣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时代发展脉搏，如今现代警务模式

已在基层初结“智果”。

“家里一有火灾隐患，马上就有专业人员上门来处理，比

我们反应还快。”说起这套智能化火灾防控体系，绍兴越城区

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杨阿姨赞不绝口，前不久，因为老房

子电路出了故障，系统自动切断了电源并报警，工作人员和

民警很快上门来处理，消除了隐患。

在绍兴建成的895个智安小区里，不仅建有“智安大脑”

之称的小区智能安防指挥室，完善了识别门禁、智能烟感等

硬件设施，还加大了“越警管家”等线上平台的应用力度，小

区内的网格员、义警组织成员通过手机APP就能把巡逻、走

访过程中发现和收集的各类线索、信息同步推送至派出所、

居委会和小区物业。

绍兴公安向科技要“活力”这一做法，与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副校长汪勇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新时代“枫桥经

验”应当迈向“情感”与“科技”相嵌入融合的“道路”。

“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一直是绍兴公安的

重要指引精神。从诸暨到全市，从最初的枫桥“红枫义警”

30人队伍扩展到全市2.5万余名义警，短短3年时间，“绍兴

义警”迅速成长壮大。

今年以来，绍兴公安还不断升级警务平台，让678名“管家

民警”在线值守基础上，动援全市1927名机关民警全部挂联到

村社，形成线上线下互联互通的全周期社会治理服务机制。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现代警务“在一起”
绍兴公安的模式吸引来全国“大咖”讨论

专家学者齐聚沈家本故里
共话法治文化传承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