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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记者 钱祎 徐子渊 通讯员 郭晓红
本报记者 张倩

本报讯 9月9日下午，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浙江省平安建设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共8章59条，包括总则、工作体制、风险

防控、基层社会治理、数智平安建设、法治保障措施、考核

与责任追究以及附则。

根据新时代平安建设要求和省委、省政府最新部署，

《条例（草案）》重点突出以下方面：

立足大平安、聚焦社会面。在调整范围与调整对象、

目标任务与职能定位上坚持大平安理念，统筹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五大领域发展和安全，形成整体、系统的平安建

设制度。同时，找准立法切入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围绕平安

建设职能定位，对影响社会面的风险防控和社会矛盾治理作

出规定，防范和处置社会风险，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提炼实践经验、解决实际问题。围绕我省平安建设体

制机制、工作目标和工作体系、工作重点等方面，总结提练

18年来我省平安建设经验，明确今后工作重点和方向。

固化提升社会风险监测、预警、处置、反馈、分析等风险闭

环管控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

坚持数智与法治双轮驱动。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平安

建设，健全平安浙江建设的整体智治体系。坚持平安建设

和法治建设一体推进，统筹谋划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提

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平安建设，从重大决策、

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面为平安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在完善风险闭环管控大平安方面，《条例（草案）》确立

168风险防控工作体系。一是明确六大风险管控机制。

主要指前端社会风险监测预警、处置和反馈以及平安形势

分析机制；后端督导检查、挂牌整治机制。二是强化重点

难点领域风险防控。围绕政治安全、社会治安、公共安全、

网络安全等工作重点，要求落实风险防控管理措施。三是

规定落实社会风险防控督导措施，包括明查暗访、督导检

查、挂牌专项治理、限期整改等具体措施。

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条例（草案）》明确社会治

理总体要求，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防范、化解和处理

在当地；规范基层社会治理架构，确立“一中心四平台一网

格”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和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基层社会

治理措施，强化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机制、诉源治

理和社会心理服务等；开展平安创建，对社会力量参与平

安建设的组织形式、途径和渠道作了规定。

在突出数字化改革赋能平安建设方面，《条例（草案）》

要求强化应用贯通和业务协同，梳理平安建设业务需求，

推进跨场景重大应用建设；完善平安建设数据汇集共享机

制，推动数据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有序流动；强化平安

监测预警防控、社会治理一体化应用，推进省平安监测预

警防控平台建设，综合集成预警数据；依托县级社会治理

中心和基层治理平台，承接平安建设重大应用功能；推动

公共视频监控与平安建设场景应用协同建设；强化大数据

赋能，加强数据分析和数据研判，发挥大数据在平安建设

中的作用。

我省一直十分重视平安建设领域立法工作。早在之

前，我省就制定出台了《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并历经2007年、2017年两次修订，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和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设平安浙江、法治

浙江提供了法治保障。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当下

的平安浙江内涵更丰富、领域更宽广、群众期待值更高，需

要制定涵盖更全面、内容更丰富的条例来规范。为此，省

委政法委根据新时代平安建设要求和省委、省政府部署，

在经过充分调研后，提出了制定条例的建议，并着手开展

《条例（草案）》各项准备工作。

“条例是我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平安建

设，提升平安建设法治化水平的重要体现。”省委政法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后续，《条例（草案）》将以法规案形式提请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文 戴茜 冯闹闹 王浩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又到一年

中秋节，一些远赴他乡、为生活奔波忙碌的人们，一

些幼时与家人失散、多年寻觅亲人的家庭，还有那

些时刻坚守在岗位上的民辅警，在这个中秋吃上了

一顿别样的“团圆饭”。

等了40年的八宝饭

9月9日上午，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刑侦大队大队

长杜尚龙和民警徐星亮驾车带着市民吴女士踏上了她的

回家路。

吴女士本应姓兰。1982年，常山县招贤镇一户兰姓

家庭迎来了小女儿。然而，她的母亲分娩时突发大出血，

虽然被救了回来，但身体虚弱。家人既要照顾吴女士的母

亲，又要照顾家中其他孩子，加上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困

难，实在难以好好照顾尚在襁褓中的她。无奈之下，吴女

士满月时，父母将她交给一名中间人，送到了衢江区云溪

乡的一户吴姓人家。

今年5月，得知衢州公安机关正在开展“团圆行动”，

兰家人试着向衢州公安求助。经采样比对，最终警方确认

云溪乡的吴女士就是兰家兄姐一直在寻找的妹妹。

“这是我们的亲妹妹！”见吴女士回家，兰家的亲人们激

动得哭了。9日中午，几名兄姐为吴女士准备了一桌丰盛的

饭菜，还特意做了一大碗象征团圆的八宝饭。“这场团圆，我

们等了40年。非常感谢民警同志，帮我们找到了亲人！”

最好的中秋节礼物

“这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中秋节。”看着高出自己一头

的小儿子，嵊州的袁阿姨眼中噙满泪水。

1990年，袁阿姨第二个孩子出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

留下，亲戚就帮忙将出生两三天的婴儿放在了嵊州当年最

有名气的东风饭店门口，希望有好心人捡走他。然而，这

个决定让袁阿姨和丈夫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里深感后悔。

2016年，袁阿姨一家得知嵊州市公安局民警商朝阳

在帮助群众寻亲，于是向他求助。6年来，商朝阳为袁阿姨

寻亲作过许多努力，直到今年9月7日，他收到一份亲子鉴

定报告，确定生活在嵊州的王先生就是袁阿姨的亲生儿子。

9月8日中午，当王先生放下心中芥蒂，喊出那声“妈”

时，袁阿姨泪如雨下。中午时分，王先生切开事先准备的大

月饼，一一递到亲生父母、养母面前，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他与16名“家人”共团圆

“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顿团圆饭。”9月8日晚，湖州南太

湖新区公安分局杨家埠派出所民警陈飞邀请6户共16名

来自外地的种粮户共享中秋“家宴”。

陈飞的辖区里有不少来自异乡的种粮户，因工作原因

他与这些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去年7月，台风“烟花”袭来，有的种粮户肥料浸了水，

有的蔬菜大棚进了风，有的塑料布被刮坏。听闻消息后，

陈飞立即带着同事顶风冒雨而来，挪肥料、移阵地，盖棚

布、拉绳子。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肥料被顺利转移，大棚

也进行了加固，种粮户们都松了口气。

今年，种粮户谢先生为孩子的上学问题发愁时，被上

门的陈飞听到了。原来，谢先生携家带口到当地种植粮

食，孩子上学需插班，然而因为人生地疏，加之两地教材不

同，找学校成了夫妻俩的“心病”。之后，陈飞积极与相关

部门沟通，最终在程序完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小谢的上

学问题解决了。

为了让种粮户能安心过今年的中秋节，陈飞特地准备

了一顿“中秋团圆家宴”，与他们一起吃月饼、话家常，“陈

飞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我们都把他当成家里人和老大

哥了，这顿团圆饭吃得真开心。”

副教导员的“特殊任务”

“开饭了！”11日晚，嵊泗洋山派出所副教导员邱昱将一

碗热腾腾的椒盐猪蹄端上了桌，在座的每个民辅警都笑了。

“每次节假日，这些战斗在一线的弟兄们是最辛苦的，

既不能回家团圆，又要承担更繁重的警务工作。”邱昱说，

他准备了这样一顿特别的晚饭，就是为了让中秋值班的民

辅警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为此，他提前两天开始秘密进

行这项“特殊任务”，询问值班组的每个民辅警，一一记下

他们最想吃的菜肴。椒盐猪蹄、麻辣牛肉、糖醋排骨……

每道菜他都精心准备，只为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民警宋奎江的家乡在山东，已经记不清这是在所里过

的第几个中秋节了，“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尝到家乡菜的味

道。”他的眼角泛起泪光。

浙江将先行开展平安建设地方立法

这个中秋节的“团圆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