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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困难
民警来帮忙

连日来，浦江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企业

开展节前走访活动，详细了解企业消防安全、工资发放及

员工就地过年等情况，并主动帮助企业和员工解决实际困

难，全力护航企业发展。

通讯员 楼青芳 摄

市民办年货
民警护平安

春节临近，到商城置办年货的市民络绎不绝。1月18日

上午，东阳市公安局南市派出所民警来到商城，与市民及店家

面对面交流，提醒注意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并做好防疫措施。

通讯员 徐钰晖 摄

叶雄伟

“当时着火的房子烟很大，那对父子躲在不到1个平方米的

空间里，眼看就要被烧……”近日，平阳县鳌江镇古鳌第一小区

一楼房七楼发生火灾，60岁的保安庞子育事后回想起当时救人

经过，依然心有余悸。危急关头，是他和退休医生韦钢合力救

下这对父子。

庞子育是龙港市人，是平阳县鳌江镇某小区的保安。当日

中午12时许，刚吃过午饭的他正在值班，突然间，他听闻隔壁的

古鳌第一小区发生火灾，而且有人员被困。

“我跑过去一看，只见那个小区一楼房七楼一户人家发生

火灾，浓烟滚滚。”庞子育说，当时他听小区居民说，里面住着一

对父子，据说还没出来。

话音刚落，庞子育就看到七楼一名男子爬出窗户，站到放

置空调外机的设备阳台上，男子边上还站着一名小男孩。“那场

面看起来就吓人，窗户直冒黑烟和火苗，那对父子只能尽量躲

着，无路可逃。”庞子育说，当时情况非常危急，“虽然我不是这

个小区的保安，但是遇到了这种情况肯定要想方设法去救。”

这时，他遇上同样赶来救人的韦钢。韦钢今年65岁了，平

阳鳌江人，是当地一家卫生院的退休医生。当时他正准备去女

儿店里帮忙，路过该小区时得知有人被困火场，就赶来帮忙了。

庞子育与韦钢观察了一下，两人合计，古鳌第一小区都是

20多年的楼梯房，火势蔓延较快，贸然冲进火场救人很危险。

两人决定利用七楼另一户人家的设备阳台搭桥救人。

就这样，他俩一边往楼上跑，一边求助居民寻找能用于搭

桥的梯子。

跑到7楼后，一位阿婆给他们找出了一张竹梯。两人拿着

竹梯顺利爬上另一户人家的设备阳台。他们把竹梯搭好后，鼓

励隔壁被困的父子，慢慢顺着竹梯爬过来。

“小男孩先过来的，那时候我心里很紧张，一方面怕梯子没

压稳让孩子滑下去，另一方面又怕梯子另一头受力太重把我们

也拉下去，毕竟这个设备阳台护栏很低，空间也很窄。”庞子育

说这种设备阳台是放空调外机的，现在站上几个人，也不知道

承重会不会出问题，不过当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救人要紧。

好在一切顺利，被困的父子俩通过这张竹梯逃离了火场。

之后，消防队员赶到了现场，火势很快被控制，这起火灾未

造成人员伤亡。

获救的小男孩说自己读小学二年级，当时，他父亲在卧室

里午睡，他在一旁玩手机。突然间，门外传来阵阵黑烟，他赶紧

摇醒父亲，父亲开门一看，门外已被大火包围，随后父子俩爬出

窗户躲在设备阳台上。

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上接1版）

按照林区警长制，县委书记和县长是林

区总林长、县公安局局长是副总林长兼林区

总警长、派出所所长是乡级副林长兼林区警

长、责任民警是村级副林长兼林区警长；林区

被划分为“责任田”，公安警力下沉到林区一

线，林区警长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发现涉林违

法犯罪活动及时制止。

开化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负责人介

绍，实行林区警长制后，2021年全县发生毁

林案件比上年下降，幅度达50%，农户砍伐生

态林、公益林现象也已绝迹；林区警长调处涉

林纠纷 50 余起，基本上是在当天就成功

调处。

为全面落实绿色司法理念、保护生态环

境，开化政法部门还与县林业局联合出台了

《关于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生态公益补偿的若

干规定（试行）》，明确林业失火、盗伐、滥伐等

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与县林

业局签订生态公益补偿协议，约定在划定的

生态修复补植基地和指定的场所内进行植苗

造林，或以资金补偿的方式由林业部门代为

补植，这可成为量刑依据之一。到目前，开化

已有10余起盗滥伐林木等案件，在生态修复

警示教育基地补植复绿面积60余亩。生态

好、治安好，促进了开化县林下经济的高速发

展。在这里，“一亩山万元钱”得以实现。开

化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吴晓明介绍，2021

年开化县林下经济产值预计达7.5亿元，绿水

青山真正成为了金山银山。林下经济的发

展，带动了近万名老百姓实现在家门口赚钱，

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山林真正成为老百

姓的“聚宝盆”。

林区警长王胜在吕新旺的铁皮石斛基地里巡查林区警长王胜在吕新旺的铁皮石斛基地里巡查

林区警长徐凯阳上山观察了解中草药长势林区警长徐凯阳上山观察了解中草药长势

家中失火父子俩逃到七楼设备阳台

60岁小区保安与65岁退休医生“搭桥”救人

本报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和省人大代表、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主

任冯秀勤见面时，她正与其他三位代表交流着履职经验。

看到如约而来的记者后，她往旁边挪出一个位置，招呼记

者坐下，笑着说起了那份“临时”的建议。

之所以说“临时”，是因为在今年两会前，冯秀勤共准

备了建筑垃圾治理、推广“后陈式”法治村等4份建议，没

想到，在金华代表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她有关基层治理

的发言，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于是她临时起意，“不如

把发言整理成建议，再补充提交上去”。

那次会议结束后，冯秀勤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重新

将发言稿提炼、整理，最终形成了《关于推进基层治理数字

法治化建设》，于当晚9点多提交给了代表团的工作人员，

“赶上了，松了口气。”她说。

虽然这份建议“临时”，但背后却是冯秀勤长久的调研

与思考。作为不少地方的联系律师，冯秀勤发现，有部分

村存在村集体权力过大的情况，“我在调研中发现，村里对

于‘自治’的理解不足，以为‘自治’就是自己说了算的意

思。”冯秀勤建议，基层治理中的法治不能停留于宣传层

面，要进一步加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只有当基层干部

增强法治思维能力，才能让依法决策、依法治理成为自

觉。”

在冯秀勤调查走访中，有村民提出自己的担心：村里

会不会出现重大事项村干部“一言堂”现象？对此，冯秀勤

认为，可以结合数字化改革，利用“浙政钉”平台，把合法性

审查延伸到村务管理当中，“目前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合法

性审查在政府部门已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村务治理中

同样也可以进行探索”。

“事实上，已经有了进展。”冯秀勤说，去年义乌针对村

级小微权力的纪律监督，打造了“村务清廉钉办”平台，梳

理整合财务报销、印章使用、务工用工等24个村务高频事

项，让干部权力运行更透明。“在之前，村民申请盖公章，

拒、拖、卡、慢等现象时有发生，有了这个平台，群众通过

‘浙里办’等不见面申请审批，有效地杜绝了用章乱象。”冯

秀勤说，有了这个平台后，不少村民都向她反映说，办事更

快捷方便、村务也更明晰了，“这样一来，居民参与基层治

理的兴趣高了，获得感和满意度也随之增加，向真正的‘自

治’迈进。”

冯秀勤说，作为一名有着30年从业经历的律师，她的

感受是，数字化改革不仅让基层治理更高效，也让她的工

作更顺畅，“像移动微法院、执行‘一件事’等数字化应用，

都大大提升了我的工作效率。”她说，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

写到“数字化改革取得硬核成果”，感到由衷的骄傲，“希望

接下来可以看到更多数字化应用，为基层治理数字法治化

建设添砖加瓦。”

一次发言后，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临时”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