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3日，在永嘉县大元

下村，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山洪

灾害声光电预警设备。连日

来，63套设备在永嘉、乐清等

地山洪灾害高危险区安装完

毕，为“智慧防汛家族”再添预

警新成员。

山洪灾害声光电预警设备

能实时监测水位和雨量信息，

一旦监测数据触发设定的预警

指标，便会以警报灯、警鸣以及

播报预警信息通知群众，并通

过4G网络传输至山洪灾害预

警平台，为转移危险区人员争

取宝贵时间。

通讯员 苏巧将 摄

科技助力科技助力““智慧防汛智慧防汛””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费宁 方顺

本报讯 春风和煦，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雨灵山村“老

兵农庄”内桃红柳绿，鸭鹅悠闲地浮在池塘水面，58岁的农

场主聂红德正在菜地里忙活。“今年农场能正常运行，多亏

了‘法治信用贷’啊！”聂红德由衷感慨。

聂红德的农场占地50多亩，种养结合，场内纯生态原材

料的餐馆一度成为航埠工业园区员工的“后厨房”，也是农

场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受疫情影响，餐馆营收不佳，农

场运营也遭遇困境。

今年年初，农场需新购置一批果苗、鸡鸭鹅幼禽及饲

料，聂红德和妻子东挪西凑，但还是缺好几万元。

眼看播种时机就要过了，果苗还没买来。正当夫妻二

人一筹莫展之际，柯城区司法局、柯城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

来村里宣传“法治信用贷”。聂红德盘算一番后发现，“法治

信用贷”的利息要比普通贷款利息低一半，而且自己有“法

律明白人”的荣誉背书，贷款审核也特别快。于是，他当天

便办理了10万元贷款，及时购买了果苗和幼禽。

身为一名退伍军人，聂红德每月都参与村集体学法，还

在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不少律师的账号，也常常将学到法律

知识用到村民矛盾纠纷调解中。几年前，他被柯城区司法

局授予“法律明白人”称号。“没想到，这个荣誉还派上用场

了。”聂红德高兴地说，这下，果实和家禽能带来一部分收

入，可保障农场正常运作，“等疫情缓解，园区员工和附近工

地工人吃饭也有了着落。”

“法治信用贷”的红利，不仅惠及个人，也兼顾集体。据

了解，市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集体、18周岁到65周岁

之间的“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学法用法示范户”等，

均可享受用于自身生产经营和日常消费的法治信用贷款

优惠。

在“法治红利”的激励下，雨灵山村老百姓学法守法的

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前段时间，村里一户人家砌墙过高影

响邻居采光，引发矛盾。聂红德为村民普及民法典中采光

权的规定，自知理亏的村民马上降低了围墙高度，两户人家

握手言和。“我们是省级民主法治村，贷款还能享受优惠，当

然要依法办事。”村民们纷纷表示。

据了解，“法治信用贷”由衢州市司法局、柯城区司法局

联合柯城区营商办、柯城农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衢州分行

等单位共同推出。通过前期6个月的试点，今年年初正式在

全市范围内推出。该业务给予一定利率优惠，针对乡村“法

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学法用法示范户”等人群，在贷款

授信基础上，按照所在村（社区）民主法治示范创建等级评

定，适当提高授信额度，单户最高授信额度30万元；对于市

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根据国家级、省级、市级分别增加

50万元、30万元、20万元的授信额度，集体最高信用授信额

度200万元。试点至今，已累计发放贷款3200万元，贷款人

主要为小微企业家、私营企业主、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

“‘法治信用贷’激发了群众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也为

疫情常态化下小微企业的正常运行提供了金融保障，我们

今年还将协调银行及时授信、发放贷款8000万元，关注‘扩

中’‘提低’重点群体，提升法助共富实效，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衢州市司法局副局长缪小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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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梓 通讯员 萧公宣

本报讯 近日，杭州萧山高速口，一名5岁男孩哮喘昏

迷，多亏在民警的火速护航下，被及时送往医院转危为安。

当天，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宁围派出所民警赵罕波

和同事照常在杭甬高速萧山城区收费站出口执行防疫检查

任务。突然，一辆私家车在他们身侧停下，车窗落下，车内一

名女子朝着他们大声呼喊，“救救我的孩子吧！”

眼前的女子神情慌张、语声哽咽，赵罕波一面安抚她的

情绪，一面询问事情原委。

原来，女子一家来自宁波北仑，她5岁的儿子患有严重

哮喘疾病，当天本是专门前往杭州寻医，没想到车辆行至临

近收费站时，随身携带的氧气竟已耗尽，导致男孩哮喘病

发。眼见前方车辆众多，对杭州的路况也不熟悉，女子见到

民警便大声求救。

赵罕波望向车内，只见后座上的男孩双眼紧闭、已然昏

厥。“来，上我们的车！”赵罕波立即向指挥中心汇报情况，随

后指挥家属将男孩抱上警车。

警笛大作，一路飞驰。正值城市“午高峰”时段，路上有

些拥堵，警灯闪烁间，前方车辆纷纷主动让出“生命通道”。

从萧山城区收费站出口到浙二医院滨江院区，原本20多分

钟的车程，在民警的争分夺秒下，只用了13分钟。车子刚停

稳，赵罕波便抱着男孩朝急诊室飞奔。

多亏送医及时，男孩经抢救转危为安。“没事就好，没事

就好！”得知男孩的情况已经稳定，赵罕波悬着的心放了下

来，这才和同事返回岗位。

（上接1版）

执法融合服务
百姓感觉暖心了

4月11日傍晚，家住常山县金川街道赵家坪

社区锦翠花园小区48幢的王奶奶，从“共享晾晒

区”的晾衣架上抱回晒了一天的棉被。抱着香香

暖暖的被子，王奶奶对“共享晾晒区”很是满意。

而这一块区域的诞生，源于当地一次联合执法。

锦翠花园是一个搬迁安置小区，900余户居

民中，90%以上来自农村。楼道里堆放杂物、绿化

带里种菜等不文明现象，在这个小区时有发生。

去年初开始，不少村民还在绿化带里晒起了衣物

棉被，“彩旗飘飘”很不雅观。金川街道执法队在

整治过程中，想居民所想，与金川街道及赵家坪社

区红色物业联盟等单位联系，筹集到5万余元资

金，为村民建起了“共享晾晒区”。

不仅如此，为有效根治不文明现象，执法队事

后还联合街道社区，办起了技能培训班，推荐村民

进企业就业，引进来料加工企业，让村民实现家门

口赚钱。“执法+服务”，这样的“民本”执法情怀温

暖了村民的心，小区各种乱象也得到了有效整治。

重塑指挥平台
数字执法便捷了

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中，常山县

还全面推进县行政执法指挥平台和县级社会治理

中心指挥体系建设，通过数字赋能，实现指令一键

下达、问题远程研判、案件线上流转、数据实时反

馈，行为一屏监督。

“我们编制了固废处置（建筑垃圾）、扬尘处

置、国有土地违建处置、餐饮油烟等4个‘一件事’

场景应用，大大提高了执法的可操作性、便捷性。”

常山县行政执法局局长杨志国介绍。

去年12月，常山县紫港街道工作人员老李巡

查时，发现文教西路有未经核准车辆违规运输建

筑垃圾（渣土），便立即将相关信息上传至街道综

合信息指挥室，并经县级大联动中心分派到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处理。

根据固废处置（建筑垃圾）“综合查一次”场景

清单，综合行政执法局随即启动联合执法，很快查

获2辆违规运输渣土的车辆。杨志国介绍说，高

效执法的背后，是指挥平台的流程性重塑，“通过

数字化执法，处理行政执法案件更加快速、便捷、

准确”。

“我们将紧盯节点强攻坚、锚定目标加速跑，

持续打造具有常山辨识度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

执法改革‘硬核’成果。”常山县委书记潘晓辉表

示，下一步，常山将围绕构建“金字塔型”行政执法

队伍要求，进一步精简整合执法队伍，配足配强乡

镇基层执法力量，打造一支高素质执法队伍，并有

力构建“全量归集、全域感知、全链管控”的智治中

枢；同时，坚持把改革作为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的

重要引擎，实施“执法+网格”模式、推广“执法+信

用”模式、创新“执法+服务”模式，探索出一批“大

综合一体化”改革基层实践新成果，为全省“大综

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提供常山样本。

联合巡查渣土车

““综合查一次综合查一次””

“法律明白人”用上“法治信用贷”
当天就贷到了10万元，买来了果苗和幼禽

女子大喊“救救我的孩子吧”
关键时刻，你可以永远相信民警

民警接到求助民警接到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