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警街面
连日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区分局巡特

警大队开展治安大巡防，严格落实“见警察、

见警车、见警灯”的“三见警”勤务模式，以警

车巡、摩托车巡、步巡、无人机巡、视频巡等

多种方式，最大限度屯警街面。

通讯员 何文斌 林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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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鄞州区天童老街小兵点心店对面的屋檐

上，有东西在晃荡，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

及时来修复。”9月14日9点42分，网格员陈美丰在台风

“灿都”离开后巡查有无次生灾害风险时，发现了这一问

题，立即拍照上传宁波基层治理四平台。

几乎同时，宁波市社会治理工作中心的“基层治理四

平台”大屏幕上就跳出了这条信息和相关图片。点开信息

框，大屏幕右边的窗口已自动集成了事发地周边的所有监

控，轻轻一点即可查看周边情况。

9点44分，这一事项被自动派发至东吴镇村镇建设

办。下午2点35分，系统显示东吴镇村镇建设办已办结此

事，并附带一张办结后的照片。

“一般事项处理2.5天办结，一些需要及时解决的会督

办，通常4个小时左右办结。台风期间，快的3分钟就可到

现场处理。”宁波市委政法委基层治理指导处处长金伟说，

天童老街是景点，问题的发生地又是点心店附近，来往人

员比较多，所以系统会督办，处理得也比较快，“平台还有

警网融合界面，一些难以处理需要警力及时到场的，我们

也会派发给他们。同样，警方若需要镇街等部门协助，警

网融合平台也会派单过来到我们社会治理中心”。

当天上午9点24分，奉化区锦屏街道南门社区南街小

区网格员胡栋反映，“方新碶路严重浸水，附近居民强烈要

求沙袋及排水”。下午2点41分，系统显示锦屏街道农办

已办结，同样附有现场照片。

“有图有真相，就可以保障事件处置到位。”金伟介绍，

台风“灿都”到来前，宁波市社会治理工作中心就已下达指

令给网格员，“告诉他们要做什么、特别注意什么，以及如

何自我防护。而且，结合各区县不同的城市社区、山村、海

边等地域特点，有不同的风险防控体系和部署”。

大屏幕中间位置的抗台模块灾后处置板块点开后，有

一张多色的圆形饼图，鼠标点在哪里，特定的数据就会显

示；抗台模块受理多少事项、办结多少等信息都会自动集

成，一目了然。据系统数据，“灿都”台风期间（9月10日至

9月14日上午），宁波全市共有90%的网格投入防台工作，

累计走访巡查200余万个点位，上报防台相关事件约1.71

万起，其中网格自行预警处置约1.37万起、村社协助处置

1040起、镇街区县职能部门介入处置2434起。对于网格

员（长）发现上报的各类问题隐患，各级部门积极响应，高

效流转，当天发现上报问题处置完毕率达90%。

“护航2021”
打击侵企经济犯罪
挽回损失16.8亿

通讯员 赵越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本报讯 9月14日，省公安厅、省检察

院联合召开“我为群众办实事”——“护航

2021”打击侵害企业利益经济犯罪专项治理

行动新闻发布会，通报一批典型案例和督办

案件情况。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浙江公安紧

密结合扫黑除恶斗争，强力打击“行霸”“业

霸”等黑恶势力；检察机关对重大、疑难、复

杂案件及时派员提前介入，摧毁盘踞在建筑

工程、“刷单炒信”、交通运输、批发市场等领

域的违法犯罪团伙3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89人。其中，7月部署开展的“惊雷9号”

行动，打掉长期盘踞在宁波、温州、湖州、绍

兴等8个地市的串通投标团伙19个，共涉

及招投标项目80个、标的总金额185亿余

元，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20人，冻结资金1

亿余元，现场扣押黄金12公斤及现金5000

余万元。

专项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公安机关共破

获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案件478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494名，挽回经济损失12.7亿元；

立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818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1476名，挽回经济损失4.1亿

元。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合同诈骗案

件237件335人，已提起公诉195件287人；

受理审查起诉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

件614件871人，已提起公诉428件562人，

立案监督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11

件15人。

此外，浙江公安、检察机关还严厉打击

各类涉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连续3年组织

开展“昆仑”专项行动。截至今年8月底，公

安机关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460起，采

取强制措施1346人，涉案金额6.6亿余元；

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知识产权案

件 505 件 1187 人 ，已 提 起 公 诉 304 件

570人。

在规范执法、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方

面，全省公安、检察机关健全完善涉民企刑

事案件办理程序，强化执法监督机制建设，

及时发现和纠正涉企执法问题。针对我省

义乌等地民企银行账户被违规采取线上冻

结措施问题，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于6月29日

出台《全省公安机关资金查控措施适用办

法》，并部署开展专项清理，排查解冻一大批

账户及资金；针对涉企“挂案”难办、拖办、不

办问题，公安、检察机关联合开展涉民企刑

事诉讼“挂案”专项清理。

（上接1版）

李梅玉生活在天台县白鹤镇一偏僻乡村。“李梅玉老实本

分，话不多，但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天台县法院民三庭员额法官

陈启暖这样回忆。2002年，陈启暖还在白鹤法庭工作，收到以

李梅玉丈夫何成林为原告的离婚诉状时惊讶极了，“何成林已瘫

痪在床，为何提出离婚，还要求净身出户？”

从白鹤镇出发，需坐车爬近1个小时的盘山公路，才能到达

这个海拔700多米、何成林和李梅玉的家，陈启暖到了以后发

现，案子果然有隐情。

1998年，何成林为村里人盖房意外坠落，导致脊椎受损，胸

部以下身体再无知觉。他们一家本来就是村里的困难户，现在

顶梁柱倒了，李梅玉既要做好农活，还要照顾丈夫和年仅2岁的

儿子，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何成林不想拖累妻子，他和他的父

母都劝李梅玉改嫁，但李梅玉放不下这个家。直到村支书给李

梅玉介绍了本分可靠的王凡生，执拗的李梅玉还是不听劝。何

成林不得不狠下心肠起诉离婚了。

为了方便何成林陈述自己的想法，当年3月28日，陈启暖

把法庭搬到了何成林的家里，在何成林的床前开庭审理了这起

特殊的离婚案件。

“本庭再次向被告确认，你是否同意离婚？”法官问道。

刘月英含着泪点头道：“我同意离婚。”

微电影里临近结尾的这一幕，真实地还原了当时庭审的现

场。最终双方达成了一纸不同寻常的约定：因原告何成林已丧

失劳动能力，被告李梅玉自愿承担扶养原告的义务。与此同时，

王凡生也作出了重要的选择，他同意和李梅玉结婚，并且“上门”

到何成林家。

生活时常捉弄人，但苦难遮挡不住善良的光辉。李梅玉和

王凡生十多年来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这个约定，一心一意照顾着

何成林一家。

许多人得知李梅玉的故事后，专程去看望他们，力所能及地

给予帮助。白鹤法庭法官的心里也始终牵挂着李梅玉一家，在

不到1年的时间里，5次登上海拔700米的高山，给李梅玉家带

去生活用品，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近年来，虽然人事更

迭，白鹤法庭已撤销，但陈启暖以及时任天台县法院院长胡恩

胜、副院长金万根等人也多次看望慰问李梅玉一家。虽然，李梅

玉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但这些爱心一直鼓舞着她。

这个动人的故事，也是记者心中的一个“结”。

2011年采访李梅玉的记者陈琪，当时是本报一名摄像记

者，加入报社的第一天他就立志要做视频、拍片子。“希望有一天

能把这个故事搬上荧幕！”采访那天，他和当时负责外宣工作的

天台县法院审保中心主任朱利明这样说道。10年来，他一直心

存此愿。

天台是和合文化发源地，和合文化承载着“贵和尚中、善解

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深厚内涵。天台县法院作为和合

司法的先行者，近年来努力在法院文化和法院工作中找到契合

点打响品牌。天台县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陈忠飞提出，李

梅玉家的故事，不正是对和合文化最好的诠释吗？

一拍即合！2021年3月，时机成熟，以李梅玉为原型的《月

英的婚事》正式开始剧本创作。剧本完成后，经多方选择，最终

将拍摄地点落在坦头镇的小山村里。7月19日早晨5点，正式

开机，陈琪担任影片导演。7月22日凌晨2时，《月英的婚事》

杀青。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9月8日，《月英的婚事》正式上线，首

发就引发了网友关注，在浙江省高院官方微信号@浙江天平上

点击量更是突破10万+，网友在弹幕中纷纷表示“真实感人，都

有一颗善良的心”“平凡小人物，彰显人性大爱”……

“从来不后悔，如果时间倒回到过去，我还是会这么做的。”

9月14日，李梅玉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坚定地回答。如今，她已经

52岁了，她和王凡生没有离开那

个小乡村，前几年前夫何成林过

世后，夫妻俩相依为命。儿子小

杰（化名）也已经26岁，前几年考

上军校，明年就要毕业了。

李梅玉一家的生活越来越

好，而我们也圆了10年前的梦。
扫一扫二维码，

观看《月英的婚事》

应战“灿都”，大屏幕上“有图有真相”

10年前放不下那个“带着前夫去改嫁”的故事
10年后我们拍成了微电影《月英的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