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廖雪芳

本报讯 11月27日，金华市首届网格员职业技能竞赛开赛。本次竞赛由中

共金华市委社会工作部、金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金华市总工会主办，浙

江浙法传媒集团、金华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承办。来自金华市10个区县的代表

队、共30名选手参赛。

最终，永康市西城街道西门社区的网格员徐玫瑰等6名选手分获个人赛一

二三等奖，永康市代表队获团体优胜奖。同时，获得个人赛前三名的选手，经核

准后，由市人力社保局授予“金华市技术能手”称号、由市总工会授予“金蓝领”。

“通过竞赛方式推进网格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目的是进一步提升网格员的职

业归属感和认同感，以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不断夯实金华基层治理的基础，打造

善治金华品牌。”金华市委社工部副部长郭文锦说。今年以来，金华不断提升网格

员能力素质，全市累计开展网格员培训1234场，涉及网格员10万多人次。

金华市首届网格员职业技能竞赛开赛
前三名成为“金蓝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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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51国道，是磐安西北边去东阳的

唯一通车大路。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磐安县公安局台口公安联勤警务站

（以下简称“台口联勤站”）就处在这样一

个位置——从东阳方向翻过层层山林，当

拐过一个大山角后，眼前豁然开朗，那是一

片空旷的谷地。

当晚8点，记者抵达台口联勤站，空旷

的山路上，“磐安公安守护您的平安”字样

格外显眼。30多年来，台口联勤站始终承

载着守护磐安“西大门”的使命。

月色越来越亮，“守夜”开始了。

最早的“小破站”

磐安，素有“群山之祖”之称，初冬的夜

晚，山区明显要“冻耳朵”一些。

“今晚值班民警是陈良彪，交警是卢俊

杰，巡特警队员是孔嘉伟、王良和……”磐

安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陈亦刚一边

将记者迎进联勤站一边介绍当晚的“阵

容”，这里是全省唯一一个由巡特警、交警、

辖区派出所及机关警力构成，且365天24

小时都有人执勤的联勤警务站。

“来，暖暖手。”陈良彪顺势递过来一杯热水。

台口联勤站不大，3层小楼，不仅有宿

舍还有健身房。“20年前，条件可没现在这

么好。”陈良彪说，他自1984年参加公安工

作，如今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

有句话说“靠山吃山”，上世纪90年代初，

不少人打起山区的“歪”主意，在无任何手续

的情况下，到山区收购、采挖，甚至盗伐。

台口的第一个卡口，于是设立起来。

陈良彪回忆，那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简

易平房，夏热冬凉。虽然条件简陋，就是个

“小破站”，但大家的工作热情不减，抓过进

山偷鸟的，也拦截过盗伐木材的。

有年夏天，陈良彪在卡口执勤，远远看

到一辆摩托上挤了3个小伙子，他觉得危

险，就给他们拦了下来。3人神色慌张，

“他们说是去钓鱼，但我一看，怎么3个人

只有一副渔具。”陈良彪就仔细问了起来，

原来，他们是进山偷抓鹰嘴龟（平胸龟）

的。“那时候，不少山区群众的法治意识比

较淡薄，这种小故事还有好多。”

粗略统计，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磐

安公安查处盗伐林木案件190余起，打击

违法犯罪人员320余人，收缴各类木材蓄

积430余立方米。

出入城的“桥头堡”

警务站外，过往的货车一辆接着一

辆……透过联勤站的窗玻璃，退休民警吕

月华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与同事们守护在

检查站的那段岁月。“退休有段时间了，可

闲下来，就会想起台口联勤站。”吕月华告

诉记者说，已记不清多少次在此执勤了，

“当时条件很艰苦，岗亭里只有2张办公

桌，累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到了饭点，我

们就自己煮点面条，凑活着吃一顿。因为

岗亭没有卫生间，上厕所都要跑去附近的

加油站那边。” （下转2版）

“西大门”的变迁

本报记者 南苏 见习记者 蓝昕宇

本报讯“阿英啊，你们帮我去跟五楼

邻居说说，他们原来同意的，现在又不同意

了……”近日，在杭州市拱墅区和睦街道和

睦社区的加梯工作室里，居民施奶奶一脸

焦急。“您先不要急，我们会跟五楼联系的，

也会找电梯公司一起想办法解决。”和睦社

区加梯“帮帮团”成员之一葛秀英宽慰说。

“葛阿姨可以算是小区加梯的‘销冠’

了，促成了40多台加装电梯。现在有住户

想加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葛阿姨。”和睦

社区三方办副主任董钰介绍说，今年68岁

的葛秀英，本身是和睦新村的业主，也是小

区第一台加装电梯的牵头人。

“我的经验可以帮助到那些有意愿加

梯的居民。”2019年6月，和睦新村首台加

装电梯建成交付后，葛秀英便自告奋勇，担

任加梯志愿者。2021年10月，加装电梯

工作室应运而生，成员除了葛秀英，还有老

党员孙章才、陈海平，以及毛菊珍。别看只

有4个人，但他们分工明确、团结协作，被

居民们亲切地称为加梯“帮帮团”。

毛菊珍负责电梯试乘体验，打消居民

对噪声、采光、安全等的顾虑；葛秀英身为

社区加装电梯“第一人”，对政策、流程格外

熟悉，因此她负责政策解读；孙章才在社区

生活多年拥有较高威望，擅长调解矛盾纠

纷，他负责召集协调会解决矛盾；陈海平原

本是技术工匠，他主要负责工程监督，确保

电梯质量合格达标。

“现在，大家的加梯理念发生了很大转

变，从原来‘要我装’转变为‘我要装’，从加

梯的服务对象变成了加梯服务的主体。”和

睦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呈介绍说，

截至目前，符合加梯客观条件的120个单

元中，已完成加装70台。

“加装电梯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

想要顺利推进，不仅需要法律的规制，更需

要社区、业委会、物业、施工方、热心党员和

居民的共同努力和广大业主的理解和支

持。”浙江中铭律师事务所律师、杭州市上

城区尚法教育服务中心调解员王凤兰说。

据了解，随着从点到面、各种形式的

“加梯工作室”开始在杭州萌芽，2022年，

杭州制定发布了《关于组建老旧小区住宅

加装电梯“帮帮团”进一步强化基层指导服

务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区、县（市）积极挖

掘加梯热心人，组织党员干部、法律和技术

方面的专业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

社会公益组织、热心市民等社会力量，组建

加梯“帮帮团”志愿服务队伍。到目前，杭

州已有190支、总人数超1500人的加梯

“帮帮团”，通过老带新、传帮带，累计助推

加梯项目2000余处。截至今年10月，杭

州累计加装电梯6400余台，107个镇街首

台电梯全覆盖，惠及居民超7万户。

“‘帮帮团’成员走街串巷宣传政策，点

对点、手把手开展服务，既解决基层牵头组

织力量不足问题，又高效帮助协调解决加梯

纠纷，帮助更多老旧小区居民早日实现‘加

梯梦’。”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屋

安全和更新事务中心副主任沈春芽说。

杭州190支“帮帮团”奏响加梯服务协奏曲

加装电梯到底难不难？“加梯指南”来了

葛秀英（中）为居民讲解相关政策

“加梯指南”请收好

“我作为业主可以申请加装电梯吗？”“加装电梯所需要的建设资金从哪儿

来？”……针对加梯相关事宜，记者专程采访了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为

有需要的读者带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指南。

（详见今日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