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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程翼飞

本报讯“这次真得感谢游埠派出所

的户籍民警，结束了我母亲20多年‘黑

户’难题。他们为了调查核实信息，跋山

涉水几千公里前往贵州，这份认真与执

着让我感动不已！”近日，兰溪市公安局

局长收到一封感谢信。

这背后是一个帮助“寻户”的故事。

今年2月底，徐女士来到兰溪市公

安局游埠派出所咨询户口问题。原

来，她的母亲陆远翠20多年来一直是

“黑户”。

1993年，陆阿姨因与家庭不和，从

贵州老家离家出走，一路来到兰溪游埠

镇，后来与现任丈夫结识，并在游埠定

居。陆阿姨离家出走的两年后，其家人

以死亡为由注销了她的户口。

“母亲身体多病，加上没有户口，办

不了身份证，麻烦事挺多的。”徐女士在

派出所倒起了苦水。两年前，徐女士想

带母亲回到原籍恢复户口，但因母亲行

动不便，一直都没能成行。“能不能帮帮

我们？”接到徐女士的求助，兰溪市公安

局十分重视。不过，由于20多年前，陆

远翠的户口就被注销了，时间跨度长，这

给民警核实情况增加了难度。

为了让陆阿姨能尽早落户，3月18

日，游埠所民警盛士其和郑明亮踏上了

距离1800多公里的“寻户”之旅。“可内

部共享的，通过共享资料核实。实在不

行的，我们就跑上门核实。”游埠派出所

教导员王庆在他们出发前嘱咐。

到达贵州水城县后，民警驱车绕了

70多公里的山路，历时2个半小时，来

到当地水城县公安局野钟派出所。当

地派出所的副所长了解情况后，陪同盛

士其和郑明亮一起来到了陆远翠原籍

地野钟乡发射村。在发射村，民警对陆

远翠的身份信息开展了一系列调查走

访核实工作，一直到晚上 10 点多才

结束。

第二天一早，民警经过多方联系，又

找到了发射村的村书记和主任，他们陪

同民警找到了陆远翠的弟弟，通过谈话、

辨认，最终核实了陆远翠的身份。民警

也踏上了回程之路。

4月1日，游埠派出所成功补办好

了陆远翠的户口，并上门将新的户口

薄送至本人手中。“有这样的公安为我

们群众办实事，我们真的很感动。”得

知母亲顺利落户，徐女士非常高兴，于

是写了一封感谢信再次感谢民警付出

的努力。

通讯员 魏羽佳 周丹

近日，诸暨警方通过人像比对，帮助

一名义乌籍走失人员老王成功找到了失

散的家人。诸暨警方和救助站自2016

年联合开展为流浪人员寻亲工作以来，

已为11名流浪人员找到家人。

2016年，为了让救助站的流浪人员

早日回到原籍与家人团聚，诸暨市公安

局刑侦大队组织技术民警为救助站内的

40名无身份信息人员集中采集了指纹、

血样、DNA等信息，将这些样本在全国

人口数据库里与海量信息进行碰撞对

比。“我们除通过民政局提供的信息进

行，第一时间对人像等公民身份信息进

行碰撞比对之外，还每月定期带着专业

装备到救助站，上门采集身份信息，加强

协作配合与信息甄别力度。多一重信息

采集，就代表着多一份希望。”刑侦大队

刑事技术室副主任周琦讲道。而这样的

举措，到2019年已是第4个年头了。

2019年4月2日，又一个好消息从

诸暨市救助站传来：已在救助站滞留整

整八年的田老伯找到家了。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记得，田老伯是

在2011年7月经好心人发现送来的，当

时身体状况并不好，一直住院治疗。田

老伯对家人电话号码等寻亲关键信息记

得模糊不清。救助站经过多方寻找，但

都无功而返。今年，待田老伯身体好转，

救助站便将他的照片传送给了市公安局

刑侦大队，希望通过人像比对，帮助田老

伯回家。“当看到有97.6%的比中结果

时，我立刻讲这个好消息报给了救助站

那边。”负责这次人像比对的赵警官说。

市公安局迅速与救助站对接，很快，便联

系上了田老伯的家人。

“二叔，我们都来接您了。”这一幕的

团聚，田家人整整盼了八年。目前，田老

伯被接回到了杭州萧山的侄子家中。

接下来，市公安局将持续与民政部

门做好对接工作，充分发挥刑事技术优

势，为救助站内的滞留人员建立身份信

息档案，完善健全滞留人员的长效身份

查询机制，加大指纹、人像和DNA信息

采集的普及率和准确性，提升专业性科

学化的寻亲识别水平，让数据动腿跑步，

全力提升救助质量，让更多的受助人员

尽快与家人团聚，打通流浪人员返乡最

后一公里。

同时，警方呼吁，若是遇到家中亲人

离散走失，应及时报警，主动进行血样、

DNA等关键信息的采集，这样便可极大

地增加寻亲成功的可能性。

民警蜀黍教你一招

4月9日，舟山市公安局新城公安分局在舟山市第一小学开展安全

演练，增强在校师生的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同时，师生还零距离

参观了新式特警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现场操作特警装备，有效提升应

对突发状况的意识和能力。

通讯员 王涛 余青 本报记者 王志浩

扫黑除恶了解一下

近日，由开化县扫黑办、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团县委及县

综合执法局主办，县检察院扫黑办承办的“出重拳 扫黑恶 严

打伞 护公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正式启动，宣传小分

队分别前往广场、小区等地开展普法宣传，营造全民参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俞哲文 郑新彩

提升法官职业素养

通讯员 高贝

本报讯 日前，台州市路桥区法院加

强教育培训力度，开展“院校合作”，不

定期开展集中讨论案件活动，提升法官职

业素养和履职能力。

该院坚持全面从严治院，严格落实

“两个责任”，加强对审判执行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的监督管理，系统排查61个廉

政风险点，织密防范网络；坚持主动问

策、主动接受监督，对代表委员、律所

等开展走访，主动邀请代表委员参观法

院、旁听庭审、参与执行，广泛收集司法

作风、审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建议并逐条

整改落实。

强化宣传扫黑除恶

通讯员 许梦诗

本报讯 今年以来，温岭市法院进一

步规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营造

强大宣传声势和良好舆论氛围，不断强化

规范意识，要求坚持正面宣传，及时、主

动发声，做好重大案件宣传报道，讲好扫

黑除恶故事，回应社会关切；创新宣传方

式，延伸宣传平台，与巡回审判、普法教

育等工作有机结合，增进宣传实效。截至

目前，该院在各类媒体发布扫黑除恶相关

信息10余条。

微法院促执行快结

通讯员 王华鑫 刘竹柯君

本报讯 “3万元执行款已收到。”近

日，移动“微法院”小程序免去了谢某一

千多公里的奔波之苦。

谢某是玉环市法院一起民间借贷案件

的申请执行人，案款执行完毕了，谢某却

去往广州工作，短期内无法前来领款并办

理结案。

为了让当事人能够“一次不用跑”，

执行法官引导谢某在移动“微法院”中进

行了注册，并告知其相关事宜。短短几分

钟，执行款就汇入了谢某的银行账户。

法律学习 社区普法

近日，杭州市下城区武林街道组织各社区

社工及网格员学习法律，主讲人为浙江天卫律

师事务所主任赵丽华。通过学习，社区工作人

员还积极动员居民学法、知法、守法，将普法宣

传传递到每家每户，有利推进了社区普法工

作。 通讯员 寿振真

4年为11名流浪人员找到家人

诸暨公安用“大数据”串起寻亲之路

跋涉几千公里核实身份

兰溪民警为群众解决20多年“黑户”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