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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警徽熠熠，闪耀基层一线。日前，2022年

“最美基层民警”评选结果揭晓，全国38名警察获此殊

荣。新昌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梁晓丽名列其

中，她也是我省唯一入选的民警。

扎根出入境窗口21年，梁晓丽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

持之以恒做好群众的窗口服务贴心人。她依靠细致、精

致、极致的工作作风，确保了超17.5万份受理审核证件“零

差错”；凭借贴心、热心、尽心的服务举措，赢得群众、企业

和外国人才的交口称赞。

新昌是个江南小山城，却有着“小县大科技”的名头，

有涉外企业97家、外籍高层次人才30余名。为了便于及

时解决群众的疑难问题，梁晓丽把窗口咨询电话，在非工

作时间里转接到自己手机上，让这个电话成为了24小时

服务热线电话。

“即使晚上9点多联系她，她也会及时回复。”加拿大

籍博士余斌说，他刚来新昌工作时人生地不熟，“第一次去

派出所办理手续时认识了梁警官，她主动跟我对接，帮我

办理好手续。之后又主动发来信息，提醒外籍人才签证续

期等须知以及生活便民提示。我很感谢她，她让我感受到

了异乡的温暖。”

为服务好人才，梁晓丽还带领民警建立涉外企业服务

直通车和外籍人才服务警官制。目前，大队已结对服务企

业900余家次，帮助企业和外籍人员解决问题和困难680

余件。

如今，打开“浙里办”APP，选择绍兴市新昌县，进入就

能看到“我的照片”服务。这是梁晓丽与新昌县公安局改

革办探索推出的“一照通用”系统。该应用找准群众办理

证照时需重复提交照片这一“小切口”，梳理出涉及人社、

文旅等140项高频业务，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实现证件

照一次提交、多领域应用。该应用上线以来累计应用访问

量超过76.3万，照片下载量24.1万余张，并作为浙里民生

关键小事典型案例在全省推广。

出入境管理部门不仅是公安机关服务群众的重要窗

口，也是守护国门的关键岗哨。梁晓丽21年如一日的坚

守和专注，铸就了她精湛的职业素养与高度的职业敏感，

一双“火眼金睛”在严打涉外领域违法犯罪中大显威能。

今年2月，她从一份拟出境人员的材料审核中，发现

该人员存在偷渡去缅甸的嫌疑。她循着这条线索，对同航

班人员、出入境

信息进行分析研

判，掌握了确凿

证据并通报相关

部门，最终抓获

了洪某等7名犯

罪嫌疑人。

“头雁”勇担

当，“群雁”齐高

飞。如今，在新

昌出入境管理

大队，成立了梁

晓丽工作室，梁

晓丽定期在这

里授课，示范带

动和培养梯队

人才，传承脚踏

实地、精益求精

的精神。

更多“最美基层民警”的故事，见今日6版

近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

区分局巡特警大队举行警营开

放日活动，邀请30余名小学生

及幼儿园小朋友走进警营，零

距离了解巡特警的工作日常。

通讯员 何文斌 林昊 摄

萌娃进警营萌娃进警营

本报记者 陈洋根 见习记者 金逸尘

本报讯 9月23日，以“数字化建设法治保障研究”为

主题的2022年“法治浙江论坛”在杭州余杭召开。来自省内

外各级政法单位和法学院校的专家学者、获奖论文作者代

表，以及市县法学会代表近100人参加论坛。

此次论坛旨在推动数字化改革和法治建设深度融合、

双向赋能，提炼更多数字化建设“硬核”成果，形成更多数字

化建设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

论坛现场，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院长马长山、

之江实验室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平，分别以

《数字法治政府的人本尺度》和《数字要素市场化的新机遇

与数据安全规制的新挑战——基于数据基础制度的探索》

为题发表主旨演讲。论坛还围绕数字时代的检察数据使用

规范化、司法区块链职能合约、检察机关数字办案实证分

析、个人信息保护司法路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大数据杀

熟法律规制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2022年“法治浙江论坛”召开

通讯员 胡婷婷 应宇波

本报讯 新建成的双拥公园内，庄严肃穆的正新亭巍

然屹立，烈士碑被妥善保护；不少居民在展示栏前认真了解

张正新烈士的英雄事迹。近日，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检察

官“回头看”时，看到这样的场景。

张正新烈士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山西

长治第18集团军三营地12队队长，1944年7月在一次反扫

荡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3岁。1951年8月，张正新烈士纪

念亭建立，以缅怀、褒扬他的英雄事迹。

2021年 4月，检察官走访时发现，自1951年建造至

今，张正新烈士纪念亭历经两次拆除后未及时恢复重

建，仅原纪念亭的烈士碑、亭柱、烈士生平介绍牌匾等

组成部件尚存，且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风化破坏

严重。检察官随后走访张正新烈士户籍所在村时，烈

士亲属、村民均表达了希望张正新烈士纪念亭重建的强

烈愿望。

此外，检察官经走访相关行政机关、询问相关证人、核

对革命烈士英名录等进一步查明，章水烈士陵园内张正新

烈士墓的墓碑上，以及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网站公布的烈

士姓名为“张正薪”，与“张正新”烈士籍贯及入党、牺牲时间

吻合，为误写。

检察院认为，烈士纪念设施是缅怀、褒扬英雄烈士的重

要场所，是不可再生的红色宝贵资源。烈士的姓名是烈士

身份的代表和庄严记录。对烈士纪念设施、烈士姓名保护

不力，以及管理不到位的情形，不利于英雄烈士事迹的传

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鄞州区检察院按照“分级保护、属地管理”原则，

分别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属地街道发送检察建议，建议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依法审批重建张正新烈士纪念亭，对误写

的烈士姓名予以核实纠正；建议街道重建张正新烈士纪念

亭，并做好维护。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单位积极配合，很快纠正了误写

的烈士姓名，落实了张正新烈士纪念亭重建的申报、审批工

作，并于近日完成重建。此外，在检察院的推动下，各乡镇

街道还在红色革命文化史迹较为集中的区域设置了“巡查

员”岗位，更好地维护英烈纪念设施。

（上接1版）

说起为企服务警务站，新市镇一家公司的李

老板赞不绝口。之前，他前来警务站咨询职务侵

占相关问题，“我怀疑项目经理利用职务便利套

取项目资金”。俞凯接到这一线索后，经过大量

的调查和细致的分析研判，掌握了杨某涉嫌违法

犯罪的证据，并将其抓获。“俞警官还针对我们企

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专业的风控管理意见，帮

我们堵塞了漏洞。”李老板感激地说。

像这样的“为企服务警务站”，全省已经布建

了240余个，实实在在地做到了将服务前移，让企

业主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

从线下到“线上”
“服务”更高效

“为企警务站”将警力前置，实现了服务企业

“零距离”；而“网上11087”的开拓，也让利企惠民

更高效。自2021年起，全省市县两级公安机关，

都陆续在线上开辟“11087”为企服务专区，提供

预警防范、业务咨询等服务。

“今年，我们德清公安又新增了‘警企互动’

这个栏目，企业、员工可以24小时在线咨询。”张

忆伦介绍说。

“我们一个设计标可能被围标了，这些是资

料，能不能帮忙判断一下？”今年初，“警企互动”

栏目上线没多久后，张忆伦就发现后台有一个求

助，是莫干山一家企业发来的。在查阅资料发现

确有可疑后，当晚，张忆伦和同事就赶到这家公

司上门调查。经3个星期的研判，案件水落石

出。项目的设计标果然被围标，以马某为首的围

标串标团伙被抓获，为企业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500多万、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现在回想起

来，网上咨询太及时了……”事后，企业负责人由

衷地写来感谢信。

不仅仅只有“为企警务站”的贴近服务，这几

年，全省公安民警已主动走访企业2万余家，帮助

企业解决问题5000余个。全省涌现出一个又一

个创新举措，不断丰满着“11087·亲清在浙里”为

企服务品牌——

省公安厅打造“安企共富”平台，一体推进优

质企业服务保障和风险企业监管治理；杭州公安

推动成立滨江区企业刑事合规促进会，帮助企业

树立合规发展理念、构建合规体制机制；湖州公

安全省首创“企业警长联络制”，实现每家重点企

业配备对应的企业警长；衢州公安打造“铁军护

航·警助共富”为企服务平台；台州公安联合检察

院、工商联等部门组建为企服务专家团……

如今在浙江，警企关系正如“亲清在浙里”品牌

描述的那样——既亲又清。21日下午，当记者跟着

俞凯回到德清县公安局时，正好遇到德华集团法务

部总经理上门来邀，“教导员在吗？我们想请您来企

业，为我们上一堂企业合规建设的课……”

我省唯一入选全国“最美基层民警”，是她！

烈士名叫“张正新”，不是“张正薪”
检察官为烈士“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