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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杭州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举行“最美护士”线上表彰会，来自杭州市看守所、市强

制隔离戒毒所、监管医院和市安康医院的8名护理人员受到表彰。这些人涵盖了70后、80后、90后以及00后等

年龄段，体现了四代护理人员对“白衣天使”精神的传承。

本报记者 陈洋根 王梓 通讯员 朱宏骏 胡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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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毛颖 杨壹

“之前鼻子有没有受伤过？”

“没有！”魏某某斩钉截铁地说。

“可这看着有点像陈旧伤……”警方办案中，如果当

事人撒谎，如何识破？如今，面对有疑义的鉴定案件，诸

暨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有了新神器——“数字法医”，帮

助警方识破“伤情谎言”。

魏某某和王某（皆为化姓）因一起简单的两车刮擦事

故相互殴打。诸暨警方现场处置时，发现魏某某鼻部受

伤并有鼻出血情况，遂予以拍照固定。后经医院诊断，魏

某某“左侧鼻骨骨折”。

治疗终结后，魏某某认为自己“鼻骨骨折”的伤势严

重，达到“轻伤”，提出大额经济赔偿的要求。双方协商不

成，魏某某提出对自己的伤情进行鉴定。将案件委托诸

暨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事件来了一个180度

大转弯。

法医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怀疑魏某某“鼻骨骨折”

有疑问，随即登录“数字法医”系统，申请调取魏某某相

关就医记录。半小时后，申请被诸暨市卫健局批准通

过，记录显示魏某某“鼻骨骨折”系半年前因意外受伤形

成，为陈旧伤，印证了法医的猜测。面对铁证，魏某某低

下了头。

鉴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数字化改革中，诸暨整合

医疗大数据打造了“健康大脑”，诸暨公安在此基础上，创

新推出“数字法医”系统，帮助警方识破“伤情谎言”。据

了解，“健康大脑”归集了全市102万建档人口的健康数

据，厘清了全市健康数据一本账。办案民警在办案时，可

通过“数字法医”接入“健康大脑”，了解嫌疑人、被害人及

其他案件相关人的身体状况、健康情况、就医情况等数

据，最大限度提升了数据共享下的信息联通效率。

而在没有“数字法医”系统之前，法医在鉴定时如对

当事人的伤情有疑问，需要办案民警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走访调查。“比如当事人忘记在哪个医院看病，或者记不

清是哪一年受的伤，我们就需要去医院了解情况。”鉴定

中心的刘法医说，去医院调取资料，按照程序，不仅需要

介绍信、调取证据通知书等材料，还需要2名民警一起，既

要花费时间，也存在调查不全面的风险。

“数字法医”的出现，让警方能够实时便捷调取、比对

案件相关人员的全量医疗信息，查明案件真相。今年2月，

“数字法医”系统上线没多久，一起打架斗殴案件进入司法

鉴定程序。当事人李某（化姓）肋骨骨折，单看医院CT资

料的话，骨折有8处，达轻伤一级。“不过，我们怀疑其中有

一些是陈旧伤。”刘法医说，通过“数字法医”在“健康大脑”

中进行比对，获得了李某之前的就医记录和CT资料，发现

他曾出过车祸并造成肋骨骨折，比对2张CT，有2处为新

伤，构成轻伤二级，从而为量刑、赔偿提供了依据。

运行3个多月来，“数字法医”系统大大提高了法医和

民警的办案效能，降低了警务成本，让群众和基层民警少

跑腿、让信息和数据加速跑。“截至目前，诸暨公安已受理

鉴定35份，平均用时比以往缩短了2—3个工作日，一天

调阅成功率超94.5%以上。”诸暨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下一步，他们将探索拓展群众可视化在线查

看鉴定进度、结果和在线答疑等模式。

“数字法医”助警方识破“伤情谎言”

本报记者 唐佳璐 邱锦

本报讯“我们村丁字老街‘五一’假期刚刚开街，就

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来打卡，还有不少人自发在社交平台

上给村里宣传呢！”镜头中，网格员陈秀芝自豪地介绍

道。她口中的丁字老街位于台州市椒江区下陈街道横河

陈村，泰式快闪店铺、陶艺馆、汉服馆、咖啡吧等众多特色

小店错落分布在老街里，给这个古村落带来了时尚与活

力。5月12日15时，由浙江省委政法委、浙法传媒集团

共同主办的“共富浙江 平安护航”系列直播活动，首站走

进横河陈村。

横河陈村三面临水，是一个有着近700年历史的水

乡古村，文旅资源优越。近年来，该村立足古村保护，打

造以“荷”为主打元素的多样经济，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村”，村民的收入增加了，古村也焕发新颜。这背后离不

开下陈街道全力推进的网格塔群建设。

“林哥，家里有人从外地回来，一定要跟我们说，生活

上有事也尽管给我打电话哈。”微网格员陈航宇一边跟村

民老林说着话，一边指着老林家门上的自己电话。椒江区

下陈街道全域共划分了380个微网格，日常排摸以区域网

格划分为主，应急处突以生产队、小组为抓手，任务通过队

组下发到微网格，进而落实到户到人。同时，网格还建立

微信群，对不会使用微信的老人，由村干部、党员、微网格

员结对帮助，打通了网格与户联系的“最后一纳米”。此

外，街道坚持“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推动党建、综治、警务

等多网融合，探索农村、社区、园区（企业）三种运行模式。

下陈街道的做法只是椒江区网格塔群工作的一个缩

影。作为全市全科网格工作建设示范点，椒江区重塑“5+

X+Y”运行新局面，在网格长、网格指导员、专职网格员的

基础上，将镇街道党政主要领导、驻片领导等进一步充实

到相关网格中，依托“5”这个核心把网格事务处置的“吹

哨人”做大做强，形成了“镇街吹哨、部门报到、全民参与”

的良好格局。目前，椒江区已高标准搭建“街道党工委—

村社党组织—社区楼栋（农村组队）微网格”组成的网格

塔群组织架构。今年以来，共协助排查和化解各类矛盾

8060余件。

本报记者 胡宗昊 见习记者 杨云寒
通讯员 何小华 徐莹 王聪

桐庐自5月6日发生疫情以来，有关部门紧急吹响

集结号，许多人逆向奔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与

病毒抢时间，为百姓筑屏障。

两次落泪

“还有7天，我们一起坚持！”桐庐服务区内，来自辽

宁的赵晓红（化名）听到民警这么说，再度落泪，与第一

次的委屈不同，这次落泪是因为感动。

赵晓红已在服务区停留多日。此前，她陪着货车司

机的丈夫从福建来到杭州运送货品，返程时在桐庐服

务区经停。由于流调信息显示夫妻俩分别是省外确诊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按相关要求，赵晓

红的丈夫须进行“14+7”隔离管控，她本人须进行7天

隔离管控。

结束隔离后，担心货车安全的赵晓红回到了停

在服务区的货车里。可她不会开车，又碰上桐庐疫

情，看着车上的生活物资逐渐减少，她哽咽着拨通

了报警电话。

“米在袋子里，菜我们也洗过了，放心吃吧，有什么

需要随时和我们联系。”接到电话后，桐庐县公安局江

南派出所民辅警立刻赶到现场，将泡面、饼干、大米和

蔬菜等物资送到赵晓红手上，并耐心解释当前疫情情

况。赵晓红的眼眶红了，“没想到你们会送来吃的喝

的，浙江真的温暖。”她说，自己一定会积极配合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更多的货车司机等也感受到了温暖。在杭千高速

桐庐出口防疫检查点位，民警和志愿者们有序疏导核验

通过的车辆快速通行，引导未能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的司乘人员进行免费核酸检测。

疫情就是命令

“所有工作人员立刻回到社区待命！”接到通知后，

桐庐县桐君街道圆通社区副书记滕李妍第一时间回到

工作岗位，和同事一起布置完6个检测通道场地后，天

已蒙蒙亮。她又马不停蹄地回到社区，准备采样人员的

防护服、医用帽、手套、口罩等物资。

连日来，钟山乡高峰村党员张淑莲一直奋战在一

线，除了做好日常疫情防控工作外，她还和医务人员上

门，为辖区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做核酸采样。“不管路有

多远，都要做到核酸采样一个都不能落下。”张淑莲说，

经过前期排查，需要上门服务的人员共有20余人，他们

逐户上门，配合医护人员做好采样工作。等到工作完成

后，她来不及喝口水、歇一歇，又赶着把样本试管送往卫

生院。

疫情之下，众志成城。10日中午，一辆装满生活物

资的货车驶入洋塘新村小区。洋塘新村小区作为封控

区，近1100名居民居家隔离，应急物资必须迅速稳妥地

送到他们手中。

“我们由党员干部、网格员等20余人组成保供队

伍，全力为小区居民提供物资派送、应急救助等服务。”

洋塘社区党委书记郑英介绍，所有物资运到后，在楼下

进行分配，再由每幢楼的网格员、楼道长做好登记，送

到各家各户门口，确保不漏送。

繁忙的热线电话

这些天，桐庐县百姓热线的拨打量激增，市民拨打

量超5万，创造了热线成立以来的话务最高峰。据热线

办公室负责人方佳介绍，咨询最多的是相关防疫问题。

“感谢您的来电，我们会及时将您的问题反馈给相

关部门。”县统一政务平台话务中心里，此起彼伏的电话

声和墙上显示屏中全员通话中的亮灯说明了工作的紧

张程度。话务员们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将市民的问题一

一录入系统，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由于长时

间佩戴耳机，话务员们的耳朵被夹得生疼，为此，不少话

语员在耳机和耳朵之间贴上一层纸巾，“纸巾常常会被

汗水打湿，需要经常更换。”方佳说。

为了做好热线的保障工作，中心在原来每天开通

19个台席的情况下，增加至30多个台席，尽最大努力提

高处理量。

桐庐紧急吹响
战“疫”集结号

平安护航发展 古村焕发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