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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金妮

夜幕降临，当人们脚步匆匆往家里赶时，有人却全副

武装出门了，他们穿着志愿者马甲，戴着红袖章，行走在大

街小巷，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在山区海岛，当偏远地方发生简易交通事故，无需等

待交警，就近的网格员就会赶到，在交警的远程指挥下做

好处置。

在乡镇农村，各地有效整合力量资源，实现全方位、全

领域、全要素的交通安全综合治理。

……

近年来，浙江交管部门抓住“枫桥式交警中队”创建契

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警民联动、职能部门共

同参与的群防群治已成常态。

发动社会力量

磐安县盘山交警中队的辖区内有20条隧道。县内唯

一的国道和其中两条省道都穿过此处。

“有时我们处理一个事故，要来回开2个小时山路。”

中队民警说，很多时候，队里的3名民警和10名辅警要花

大量时间精力在赶路上，交通管理难度很大。

近年来，中队成了当地交通管理的“样本”。这背后究

竟有什么奥秘呢？

原来，中队动员群众组建了一支山城管事员队伍，并

对他们作简单培训。

有了这支队伍，中队的日常工作变得更为顺利。遇到

简易交通事故，民警只需远程指挥山城管事员，便可处

理。另外，当山城管事员发现交通安全隐患时，会积极与

民警沟通、处理。“不仅大大节省了警力，也提高了治理效

率。”中队民警说。

事实上，在浙江，各地交管部门已组建庞大的社会力

量加入到交通管理中。热心的广场舞大妈手持喇叭，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学生家长加入群防队伍，维护校门口秩序；

公交车司机戴上红袖章，协助指挥交通……各方点滴力量

的汇聚，为浙江交通安全筑起坚固的屏障。

加强部门合作

在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浙江的交通治理有了“四两拨

千斤”的效果。但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交通形势，光靠交

警带着群众“单打独斗”的“老套路”已经过时，想要确保交

通状况良好运行，还得把相关职能部门拉入“群聊”。

在玉环市交警耿德富的微信里，有一个“大麦屿街道

交通管理微信联动群”，他负责管理的辖区，在多方努力

下，将街道、路政、路灯所、行政执法等相关部门加入到联

动队伍中。

“护栏坏了，尽快修复。”

“已修好。”

“路灯不亮，检修人员尽快落实。”

“已落实。”

……

联动群里没有过多的闲话，达到了“问题一经发现，各

部门一呼百应”的效果。

在长兴，交警大队与保险协会开展共保体试点——“警

保合作”，首推轻微事故快处机制，整修规范界面警务站，事

故处理民警与保险公司查勘员在城区事故快处点网格化调

处事故；在杭州，交管部门联合浙江省急救中心、杭州市卫健

委和七大省市级重点医院，开展“警医合作”，通过建立全市

交通事故救援绿色通道，完善道路交通救援救治体系……

抓好农村治理

相比市区的交通治理，城郊和农村的治理难度往往要

大上不少。

近些年农村道路建设不断加快，马路越来越宽，汽车

越来越多，闯红灯、逆向行驶、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等行为比

较常见。

隐患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隐藏在村民身边。只有越

快排查清理，百姓才会离安全越近。

为构建农村交通安全共治格局，浙江交管部门试着将

乡镇交通安全治理纳入对市、县两级政府的平安考核，在

乡镇一级推动落实伤亡事故领导干部“到场制”。同时，建

立健全农村地区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机制，推动乡镇建立交

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依靠乡镇党委政府领导，有效整合

各种力量和资源，在基层实现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交

通安全综合治理。

在浙江乡镇，目前已广泛建立乡镇交通安全管理站、

农村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推出乡镇交通安全管理员、农

村交通安全劝导员“两站两员”机制。在此基础上，还建立

驻村、驻社区、驻企业的交通治理站，作为“两站两员”机制

的升级和拓展版，根据交通违法、交通事故等情况，对村、

社区、企业进行“红黄绿”赋色管理和精准宣教，有效推动

乡镇政府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

杭州萧山瓜沥镇曾是道路治理的“老大难”区域，但在

专班的努力下，短短几个月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

民意识变强了，事故发生率下降了，我们的工作有了成

效。”民警说。

在“枫桥式交警中队”的创建过程中，群防群治、齐抓

共管早已成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法宝，推动着平安

建设，也让群众更有安全感。

联合巡逻

近日，玉环市干江派出所民

警联合“海岛渔嫂志愿服务队”，

在码头巡逻。

近年来，干江派出所通过警

民融合模式，组建“海岛渔嫂志

愿服务队”，共同开展安全劝导、

平安巡防、矛盾纠纷调解、治安

隐患点整治等，推动平安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 通讯员 陈黛

通讯员 蒋兰芬

本报讯 近日，湖州织里公安分局织东派出所接到“溇港卫

士”提供的线索，有人在陆家湾村陆家漾禁渔区，非法捕捞水产

品。接警后，警方迅速出动，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此前，浙江织里与江苏吴江警方携手打造“联勤+”生态警务

新模式，两地组织网格员、老党员、退伍老兵、城警义工等100余

名社会力量，组成“溇港卫士”，在“治安联管区”常态化开展河道

巡查、禁捕宣传、治安巡防、交通劝导等志愿服务。组队以来，累

计出动警力1000余人次，搭救跳河轻生者2人，获取非法捕捞线

索3条。

位于环太湖沿线的织里镇与吴江区毗邻，治安形势相对复

杂，涉环保类企业多达1.2万家，是治安防控的“难管地”、问题隐

患的“多发地”，更是生态治理的“薄弱地”。传统的“应急型”“被

动式”警务合作模式，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亟待创新模式“破题”。

今年以来，湖州市在环太湖地区率先实行“生态警务”。织里

警方以长三角首个跨省生态联勤警务站——乔溇生态联勤警务

站为载体，多维度推进环太湖毗邻地区警务合作，打造“联勤+”

生态警务新模式。

“我们以乔溇生态联勤警务站为中心，设置方圆2公里为‘治

安联管区’，对火灾、重大警情、突发案事件实行联动联处，边界区

域处警到达现场用时平均缩短30%以上。”织里公安分局局长张

震凯介绍，两地生态联勤协作以来，查处交界地区生态环境类案

件12起、打处82人，合力破获太湖禁捕后浙江省首例非法捕捞

水产品案、长三角地区首个三省（苏浙皖）联动打击危废污染环

境案。

同时，两地创新推出应用场景“联勤+”，搭建数字赋能新平

台。乔溇生态联勤警务站接入生态环境、水务、行政执法、环卫等

部门的实时动态数据，搭建两地共享数据库。

织里警方还研发集指挥调度、AR预警于一体的“生态联勤

警务平台”，实现对7.5公里太湖湖岸、12条通往太湖的溇港河道

及5块水源保护区的水质监测，并对违规下水、非法捕捞等行为

自动预警；此外，研发“织里净·铝灰全流程监管”应用场景，对周

边25家铝企生产线全流程监管，精准测算铝灰出入厂产量，实现

铝灰非法处置“零发生”。

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如今，借助多维立体智慧化

的环太湖毗邻地区“联勤+”生态警务新模式，织里努力绘就“天

蓝、水清、人和”的美丽画卷。

亲警驿站
为孩子实现“微心愿”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龚怀略 沙珊珊

本报讯“我想要一个书包，因为

旧书包背了4年已经破了”“我最大

的爱好是画画，如果我有一盒新彩

笔，我会很开心”“我想要一双新球

鞋，但是我不想告诉妈妈，希望我

的愿望可以实现”……

这是温州益民学校的小学生

们，贴在南郊派出所亲警驿站——

石榴籽警务站“心愿墙”上的“微

心愿”。近日，这些心愿被热心市民

逐一认领。

温州益民学校系民工子弟学

校，其中有来自苗族、土家族、彝

族、布依族等13个少数民族的学子

130余人。南郊派出所在石榴籽警

务站设置“心愿墙”，定期向学校学

生收集“微心愿”，借助街道、社

区、社会爱心人士的力量，帮扶有

困难的学生。

据悉，南郊派出所辖区是典型

的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实有人口约

6万，其中有31个少数民族的群众

3600多人。打造石榴籽警务站，寓

意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

在一起。

警务站除了帮助学生实现“微

心愿”外，还组建了“石榴籽义

警”志愿者队伍，发动少数民族志

愿者，开展平安巡防、疫情防控、

文明创建等；并推出定点预约式、

主动上门式、远程视频式服务，处

置各类矛盾纠纷。

自 2021 年 9 月警务站成立以

来，南郊派出所依托“心愿墙”，帮

助益民学校学生完成“微心愿”

141个，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子女

就学、帮扶救助等服务80余次，处

置劳资、生产生活纠纷等20余起。

群防群治为交通治理织密安全网

打造“联勤+”生态警务新模式

“治安洼地”变“平安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