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德清县乾元镇

东郊社区幸福邻里中心联

手人口家庭协会开展“远

离毒品·健康成长”活动，

小朋友们聆听了由平安志

愿者传授的禁毒讲座，并

捏禁毒泥塑作品，进一步

提高防毒意识。

倪立芳 刘晓涵 摄

捏泥塑
说禁毒
捏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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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闻王裔 杨蕾 实习生 季仲妍

本报讯 日前，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举行

“ 护 城 和 ”社 会 治 理 品 牌 发 布 暨 护 航 亚 运

“3610”步巡圈大实战大演练启动仪式。

“护城和”社会治理品牌是城厢街道为进一

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护航亚

运盛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而创新

的治理机制。其核心要义在于施六治之措，现

六和之城，即通过“法治、善治、综治、共治、智

治、自治”，实现“和善为人（个人层面）、和美家

庭（家庭层面）、和睦邻里（社区层面）、和谐平安

（社会层面）、和气致祥（营商环境）、和衷共济

（干部队伍）”的“六和”治理格局。

当天启动的护航亚运“3610”步巡圈大实

战大演练，将以社区为单位，组建 36 支社会治

安志愿巡防力量，根据社区实际设置“十分钟步

巡圈”，实现单位、社区、派出所三级联动，构建

“全天候、多维度、立体式、无缝隙”的群防群治

体系。

当天，街道还发布了以“基础信息大排查行

动、平安社区创建大提升行动、矛盾纠纷大化解

行动、交通安全大宣教行动、消防安全大整治行

动、风险隐患大治理行动、城厢楼长平安大巡防

行动”为内容的社会治理七大行动，为平安护航

亚运形成强大保障合力。

本报记者 杨思思

本报讯 5 月 4 日至 6 日，全省 120

多名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走进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文欣校区，参加由省

委组织部和省司法厅联合举办的全省

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

示范班。

“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

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担负

‘关键责任’，起着‘关键作用’，抓住这

个‘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对于

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具有至关重

要作用。”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此次培训，针对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

责人这类特定对象，聚焦法治建设这一

特定内容，由省级部门直接承办的做

法，在全省尚属首次。

培训邀请了浙江警察学院党委书

记蒋建森、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

院院长金伯中，以及省高院、省信访局、

省司法厅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法治

政府建设、乡镇（街道）合法性审查、法

治信访建设、基层行政执法等作专题授

课，通过编设实务课程，助力基层领导

干部提升法治素养，更好适应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

通过培训，学员们收获颇丰、受益良

多。“树立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来维

护稳定、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应对风险

是我参加本次法治建设示范班的最大感

悟。”宁波市鄞州区东柳街道党工委书记

董家俊说。安吉县报福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叶飞则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

坚持依法行政，时时处处做到法在心中，

全力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

我省首次举行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示范班

“护城和”护航亚运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李雪蕾

本报讯 毕业季即将来临。大学生

在走出象牙塔走上工作岗位的过程中，

该如何远离法律风险？5月7日在杭州

市钱塘区举行的“大学生创就业刑事风

险防控”研讨会给出了方案。相关部门、

高校、民营企业的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

涉大学生创就业法律风险的积极预防、

相关犯罪行为的司法应对等展开对话。

论坛上还成立了“大学生创就业法律指

导联盟”，提升大学生法治保护合力。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分析

近两年 112 份裁判文书发现，大学生创

就业犯罪涉及罪名多元化，以诈骗罪为

主，学历以大专和本科为主，大专学历

占比最高，网络创就业成为犯罪重点领

域。而另一份研究则提出，涉大学生创

就业犯罪以电信网络犯罪为主，集中在

电信、金融、互联网科技等行业，有较强

的互动性、隐蔽性。

要减少类似犯罪，专家学者分析认

为应提升大学生创就业能力和扶持力

度，提高对创就业信息平台的监管力

度，加强法治教育等。

杭州市钱塘区是浙江省首个省级

新区，也是华东地区最大规模高教园区

所在地，集聚 14 所高校 25 万师生，每

年有超过 5 万名高校毕业生步入社

会。近年来，钱塘区倾力打造大学生就

业创业生态示范区，建成校友产业园 3

个、市级以上大学生创业空间 17 个、产

业学院 28 个，去年为大学毕业生提供

就业岗位超8万个，新引进35岁以下大

学生3.25万人。

为护航大学生走稳创就业之路，钱

塘区与区内 14 所高校共建普法联盟，

建立健全一站式、全方位的就业指导和

创业服务工作体系，其中由钱塘区检察

院牵头打造的“法治第一课”，根据大学

生职业生涯全周期不同阶段量身定制

法治课程，近年来开展特色法治宣讲

50 余场、受众 5.1 万余人。此外，创新

开设的“钱塘检察法律超市”，以“线

上+线下”方式帮助近千名高校毕业生

解决就业创业中的“法律隐患”。

据了解，新成立的“大学生创就业

法律指导联盟”实施“1+9+14+N”组织

架构体系，即以“稳就业”为“1”个核心

目标，由钱塘区检察院牵头，联合区内

“9”家单位及平台、“14”所高校就业处、

“N”个优质企业共同组建，协同联动提

供就业法律指导，多措并举扶持大学生

初创企业成长。

大学生创就业如何远离法律风险，这个论坛给出方案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马英

本报讯 衢州市龙游县有 3 个乡的

社区矫正对象是个位数，且都住在偏远

乡镇，走访监管、教育帮扶都很不方

便。类似这样社区矫正对象分散引发

监管难的问题在各地均有存在，为此，

浙江创新探索了社区矫正片区化管理

模式。5 月 6 日，我省围绕这一管理模

式在龙游县举行现场活动，交流经验、

晾晒成果。

近年来，浙江各地因地制宜推进

社区矫正片区化管理工作试点，涌现

出诸多创新做法。如温州市创立层级

式执法体系，形成了以 1 个县社区矫正

中心为主体、3 个片区司法所为辅助、9

个司法所为支撑的三级执法新模式；

台州市建立“队建制”模式，将社区矫

正中队设立在乡镇（街道）中心片区，

形成了四级矫正组织网络；衢州市创

立“跨乡镇联合矫务所”；龙游县在浙

江率先成立首批乡镇（街道）矫务所，

引进县心理协会入驻社区矫正中心，

建立重点人员包案制度等⋯⋯这些创

新模式均整合了政府和社会资源，下

沉了矫正力量，形成联动机制，有效解

决了基层矫正力量薄弱、配比不均等

问题，推动矫正工作由“管得住”向“矫

得好”转变。

据介绍，浙江各地将结合自身实

际，稳妥有序推进片区化管理体制改

革，加强执法队伍能力建设，强化“清廉

矫正”建设，主动对接法院、检察院，实

现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有效结合，力争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具

有浙江特色的片区化改革成果。

浙江探索社区矫正片区化管理新模式浙江探索社区矫正片区化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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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执法队处置快速精准

在宁波，也有这样一支队伍，专门处置非警

务警情。

海曙公安分局高桥派出所去年共接到纠纷

类警情 5290 起，其中 80%为消费纠纷、经济纠

纷、家事纠纷以及性质不明、边界模糊的非警务

警情。面对如此高的非警务警情占比实际，海

曙区决定以高桥为试点，推动 12345 与 110 平

台互联互通、相关数据资源共享。为此，高桥派

出所与高桥镇联合组建一支综合执法队，市场

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部门工

作人员进驻，专门处置非警务警情。

“我们统一归集了110、12345、群众求助等

各类非警务警情，按照警情内容和对应部门权

责当场流转，最终由综合执法队队员落地处

置。”高桥派出所副所长丁盛介绍说。

今年 4 月的一天，110 接到报警称龙嘘路

发生一起搬家费用纠纷。接线员直接将线索交

办至综合执法队，队员马上赶到现场。由于报

警人朱先生与搬家公司的情绪都很激动，现场

调解失败，且适逢深夜，征得双方同意后，执法

队员将双方带回高桥派出所调解室。双方通过

“云上调解室”听取了公益律师团队的专业建

议，互相赔礼道歉，并就搬家费用达成和解。“以

往接到类似警情，民警出警后，或告知当事人具

体的负责部门，或现场调解，解决时间较长，也

增加了民警的工作量。”丁盛说，而现在群众的

需求“一电通达”，解决更高效。

自 2022 年 12 月试点以来，高桥综合执法

队已接到非警务警情1833起，占高桥总警情数

32.41%；日均处置 13 起，按照每起半小时处置

时长，每日为派出所减轻6.5小时工作量。其中

成功现场处置或带回处置1618起，现场处置率

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