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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村”到“住村”
社区民警成了自家人

走进凤仪村警务室，有以警务室驻村民警盛国庆姓氏

命名的老盛工作室，有类似于农家小院的茶室兼矛盾调解

区，有当地义警入驻的雄鹰救援服务中心，还有设有大屏

可开展防范宣传的场地，警务室不大，却是“五脏俱全”，非

常接地气。

村党总支副书记、驻村民警盛国庆是警务室的“金字

招牌”。自2005年部队转业以来，他一直在钱清派出所从

事社区工作，群众有困难，总是第一时间出手相助，村民们

都亲切地叫他“老盛”。

30年前，广西人蓝晓江（化名）背井离乡来到钱清街

道打工，并与当地人大信（化名）结婚。因为从小智力有欠

缺，又没有接受过像样的教育，蓝晓江多次想回家探亲，却

因记忆太过模糊而却步。去年9月，盛国庆了解情况后，

决定帮她完成回老家的心愿。通过口音甄别，盛国庆确定

蓝晓江的老家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一带，联系上当地派出

所后，找到了蓝晓江的哥哥。由于蓝晓江没有户口簿、身

份证，盛国庆又帮她开好证明，陪她一起踏上回家路，见到

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返回途中，蓝晓江又提起一段尘封十年的伤心往事：

“我的女儿如果没丢，今年应该26岁了吧……”原来，蓝晓
江与丈夫之前育有一女，2011年10月失踪。回到派出

所，盛国庆立刻联系上负责“团圆行动”的民警，上门采集

夫妻俩的血样进行比对。很快，好消息传来！安徽阜阳一

名被收养女子，经鉴定证实为他们的女儿。今年年初，盛

国庆和民警又陪同大信开车前往阜阳，一家人终于团圆。

“要谢谢盛警官和其他帮助我的警官，让我的生活重新有

了盼头！”在村里，蓝晓江经常这样对村民说。

平日里，不少村民都喜欢到警务室坐坐，与老盛或驻

村辅警聊聊家常。民辅警也时常走村入户，了解社情民

意。因此，村里的矛盾纠纷、风险隐患，盛国庆总能第一时

间掌握并及时处置。一次，在与村民老田的聊天中，老盛

了解到村民老杨的抑郁症有加重趋势，经常砸家里的东

西。他立即和村干部上门核实情况，了解到家属的需求

后，在驻村指导员的帮助下，把老杨送入医院接受免费治

疗，既帮家属减轻了负担，也排除了隐患。

章礼彬表示，通过推进警务站（室）“四化”建设，实现

警务站（室）与村社治理中心合署办公，做到了物理上的

“融”；通过驻村守望制度，保障社区民警能扎进村里搞基

础工作，实现了与群众关系上的“融”。从“下村”到“住

村”，社区民警吃住经常都在村里，信息更灵通，处置更快

速，群众自然更满意。

“云帮办”
让服务有速度更有温度

依靠完备的警务站（室）建设和驻村守望制度，钱清派

出所成为绍兴市公安局推广“云帮办”服务的试点派出

所。前不久，绍兴市公安机关“云帮办”服务模式推广应用

现场会在该所举行。

“云帮办”通过固定帮办点和帮办员，可受理105项业

务事项，包括户籍、交管、出入境、治安等七大类。让群众

少跑腿甚至零跑腿，打造家门口的办事窗口，推动服务升

级、审批提速，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前不久，柯桥区公安分局网办中心帮办民警接到来自

钱清派出所社区民警的远程连线：一名老人需要补领一本

居民户口本。社区民警在帮办点与分局网办中心对接，仅

用4分钟就完成了信息核查、电子签名确认等流程，成功

为老人远程办理了户口簿的补领业务。之后，补领的户口

本还会送上门，老人在家安心等待就行，让政务服务有速

度更有温度。

这些急难愁盼可以“云上办”，得益于今年以来迭代升

级的“背包警务”。近日，在钱清派出所社区民警王浩的帮

助下，通过“警务E背包”联系分局网办中心，几分钟后，孔

师傅就完成了驾驶证的更换。

据了解，“警务E背包”将可信身份认证、电子签章等

信息技术与公安业务深度融合，通过网络对话、身份认证、

云端审批、电子签名、远程取证、在线归档等手段，实现业

务一网通办、流程全量回溯。

目前，以钱清派出所为试点的“云帮办”服务已在柯桥

区实现全覆盖。

人在点上住 力在村社聚 事在一线办
绍兴市钱清派出所全力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通讯员 陆康生

“我们一家派出所就创建了4个特色警务站（室），应该说并不多见。”说起自家派出所的特色警务站（室），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钱清派出所所长章礼彬有

些自豪。这些突出乡村、消防、商圈、融杭等主题的特色警务站（室），如今已成为钱清派出所的工作亮点，也是该所全力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的真实写照。

面对辖区人口结构较为复杂的局面，2022年以来，钱清派出所紧抓警务站（室）“四化”建设和驻村守望的契机，根据群众需求和村社固有资源，着力打造“一

站一特色、一站一品牌”特色警务站（室），着力推动警务融入社区、乡村，发挥社区民警兼任村社副书记、主任助理的基层治理引领者作用，探索“人在点上住、力在

村社聚、事在一线办”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努力打造社区和顺、乡村和美的新风貌。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李海文

本报讯 日前，宁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孔祖军收到

了县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签发的《公安督察正名通知书》。

原来，今年2月孔祖军被人投诉在一起交通事故处理中存在

违规问题。警务督察大队立即展开核查，证实举报人投诉的

交通事故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孔祖军的处理程序合法、责任

划分公正准确，投诉问题不实。为维护民警合法权益，县公

安局党委委员、驻局纪检监察组长娄万刚会同警务督察大队

负责人到交警大队为受到不实投诉的民警进行督察正名。

近年来，宁波市公安局坚持把维权工作作为队伍建设的

重要抓手和爱警励警的重要举措，坚持“依法维权、暖警聚

力、外树权威、内赢警心”理念，全力维护民警执法权威，推进

民警依法履职保护工作迭代升级。

完善维权组织构架，建强制度保障体系。宁波市公安局

强化顶层设计，扎实做好“机构设置、队伍建设、建章立制”等

多篇文章。目前，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均成立民警依法履职保

护工作办公室，全市基层执法执勤单位已设置175个依法履

职保护联络组，构建了市、县、基层执勤执法单位“三级维权”

保护网络。制定出台《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实施细则》《警

情应急联动处置机制》《抚慰正名救济机制》《民警依法履职

免责和容错纠错工作实施细则》等制度，构建“1+6+N”制度

保障体系，将依法履职保护工作绩效纳入考核评估。

信息引导规范处置，严惩快处形成震慑。该局建立“指

挥情报中心调度、所队联合办案、法制介入把关、督察跟进督

办”联动处置机制，加强与法院、检察院的沟通联系，凝聚打

击合力。依托“宁波大数据督察系统”，对“阻碍民警执法警

情未立案”“维权案件疑似降格处理”“多次遭受执法侵害民

警和单位”等情形建立数据模型，实时跟踪预警。坚持从严

从重从快打击侵犯警权案件，严格执行“一审一报”制度。

2022年1—5月，共发生民警依法履职受侵害案件148起，处

理侵权人员161人。

优抚疏导及时跟进，暖心关怀当事民警。出台《维护民

警执法权威慰问工作办法》，将警察协会维权部纳入依法履

职保护工作体系，通过战时提级慰问、心理疏导、上门抚慰、

法律支撑等方式，帮助民警提升归属感和认同感。2022年

1—5月，慰问被侵权民辅警125人，发放慰问金148700元。

完善三级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及时为遭受侵害民警提供咨

询、抚慰、援助等专业心理干预。组建公职律师团队，聘请24

名知名律师为法律顾问，为民警依法履职维权提供法律

服务。

多措并举强化保障，不断优化执法环境。开展安全防范

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定出台《全市公安一线民警警务技能轮

训工作方案》，在入警、晋升等训练中设置专题课程，增强民

警自我防范意识和业务能力。推动全市公安机关开展警医

合作，为民警执法提供有效支撑。依托宁波公安“三微一端”

平台，定期公开报道暴力袭警抗法等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传

递执法正能量。

紧急施援手

近日，泰顺县罗阳镇一女子手被卡在机器里，所幸

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及时处置，用拆卸机器的方法将女

子被卡的手取出，送往医院救治。

通讯员 陶倩

工作站揭牌

近日，海宁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浙江财经大学东

方学院举行“消防员招录工作站”揭牌仪式，共同签署

消防员招录共建协议，并组织东方学院军训教官和学

生开展消防演练。

通讯员 金雯怡

为依法履职撑腰鼓劲
宁波公安争当民警依法履职保护工作模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