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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鬼外鬼”现形记

  4月13日，江苏省宜兴市公安局环科园派出所联合南京铁路公安处宜

兴站派出所民警，来到铁路沿线环科园实验小学，开展“让风筝远离高铁

线”主题宣传活动，用事实案例教育孩子们莫让小小风筝成为安全隐患，为

他们普及铁路安全知识，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图为民警为学生讲解铁路安

全知识。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本报通讯员 赵振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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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利民

□ 本报通讯员 宋英猛 李露

　　今年4月2日晚上，家住成都市双流区怡心街道的沈飞宇，在准备购

房摇号的资料时，发现之前开的户籍证明已经过了有效时限，而资料提

交日期截止当天晚上。情急之下，他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协和派出

所，已经下班的民警李姝听完他的介绍后，急忙为他开具了新的户籍证

明，让他在截止时间前及时上传了资料。

　　高高兴兴解决了问题的不仅是沈飞宇一个人。这几天，该所民警走

进社区、走进群众，解决了50多个难题。

　　今年2月底，成都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号角吹响，一场淬炼能

力、锤炼作风的“自我革命”拉开帷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

当地教育整顿一项重要内容和载体，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以学引路 让办事更有底气

　　“轮岗拓展了工作视野，丰富了工作经验，为我成为司法为民奉献

者、公正司法践行者奠定坚实的基础。”3月29日，蓉城春寒并未完全褪

去，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的“青听·法徽映初心”交流会气氛热烈，

新入职的法院干警李祎表示，轮岗过程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职业信仰

和价值追求。

　　实践是重要的学习途径，树立英模榜样则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在学

习教育环节，成都连续举行“践行忠诚使命·献礼百年华诞”英模事迹报

告会，全国模范法官祝增巧、全国“七五”普法先进个人王亮、援凉禁毒

工作优秀干警杨仆、“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李建华等先进典型，以及

“枫桥市公安派出所”青羊公安分局黄瓦街派出所、“省级规范化司法

所”青羊区司法局苏坡司法所等先进集体的宣讲人，以平实的语言和饱

满的情感，讲述了他们在脱贫攻坚、处突维稳、矛盾化解、服务群众等一

线的真实故事，赢得一阵阵的掌声。

　　以典型为镜，可以看到差距，更能找到方向。成都通过报告会、英模

展等多种形式宣传政法英模和英模精神，不断激励广大政法干警在工

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营造全市学习英模、崇尚英模、争当英模的良

好氛围，切实为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在实处、走在细处凝

聚了精神动力。

开门纳谏 确保事干在实处

　　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是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月

19日，成都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开抓好“开门

搞整顿”的要求和打算。随后，全市政法系统掀起了“开门纳谏”的活动

热潮，积极向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征求工作意见，并形成意见清单推动整

改落实。

　　成华区保和街道党工委政法委委员王彦的关注点在社区发展治

理，他提出的建议是“希望加强上级指导协调，解决辖区内网约房管理难、治理难的突出问题”。

王彦所指的网约房是辖区内的东方新城二期小区，因为紧邻成都东客站，一些房主便将自家闲

置房屋改为网约房对外出租经营，由此引发的治安案件、噪音扰民、租住纠纷等问题时有发生。

　　为了尽快规范网约房运营，市、县两级政法委统筹联动，指导街道、社区，引导小区成立了

网约房自治管理委员会，并推动制定网约房“自治章程”“管理公约”，签订“经营承诺书”。同时，

精心打造群众之家，以“一站式”服务打通线上线下民生诉求，畅通业主、物业公司、网约房旅

客、网约房经营者等各方利益诉求渠道，尽量做到矛盾化解在小、在早。

　　依托智慧小区建设，小区研发了网约房服务管理系统，增加小区门禁自动测温和旅客入住

刷身份证登记信息自动采集等功能，强化“旅综平台”“社采平台”“人脸AI能力层平台”三大平

台数据关联互动，异常情况自动报警，有力保障了小区居民和旅客的安全。

　　在成都市新都区，该区检察院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制现售水过程中违法行为，开展公益

诉讼专项监督，及时调查取证，排查饮用水安全隐患，努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针对

上班族、学生族时间限制，青羊区司法局组织各司法所在每周二晚下班后巡回前往小区院落，

为更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切实拓宽了工作覆盖面。

　　这些只是成都政法系统大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缩影。广开言路才能找准问题

所在才能更好确定靶向，推动实践活动开展在实处，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走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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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以英模示范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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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黎钧 肖树森

　　近日，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公安机关在

“净网”行动中闪电出击，依托大数据和智能

化技术支撑，快速打掉一个黑客作案团伙，侦

破内鬼外鬼相互勾结、非法获取梅州某集团

公司计算机业务系统数据而获取利益的案

件，抓获作案团伙成员徐某、田某、詹某、彭某

等多名犯罪嫌疑人，扣留作案工具一批。

　　日前，警方依法对徐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

执行逮捕，对犯罪嫌疑人詹某作取保候审。

黑客攻击 公司受损

　　2020年12月24日，梅州市某集团公司向蕉

岭县公安局报警称，其互联网计算机物资招

采平台被人非法侵入获取、修改数据，作案时

间长达3年，对集团公司造成经济、名誉和信

誉上的巨大损失。

　　接报后，该局主要领导立即指令由网警大

队牵头，刑侦、经侦等部门协助，尽快侦破此案，

维护企业利益和声誉。办案部门急企业之所急，

把该案列为“净网2021”专项行动主攻对象，立

即对该公司信息中心机房进行调查取证。

　　但由于该集团公司的物资招采平台存在

较大漏洞，操作日志数据留存不够完善，不能

从相关台账找寻到黑客的踪迹，侦破一时陷

入困境。黑客攻击，隐秘性较强、技术性较高，

而且跨区域作案，给破案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难道作案团伙能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

不露蛛丝马迹？办案民警没有气馁，继续深入

侦查，对案情进行分析：如果此案是内外勾结

作案，那么内部人员与外界肯定有频繁联系

并留下痕迹。于是，办案民警决定从该公司业

务系统和相关内部人员展开侦查。

　　办案民警通过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对可疑

人员进行排查，发现徐某的日常活动情况比

较可疑，经常出入高级酒店，与其收入水平严

重不符，并与该集团公司已离职信息化工程

师田某交往密切，而且有过几次同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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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鹰王”冯晖、“牛所长”刘智、“好法官”

吴育海、“知心检察官”林华珠、“零距离”接

触特殊感染戒毒人员的李晰、专干“大活

儿”的琼岛英雄严树勋……今年4月2日，海

南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英模事迹首场报告会

在海口市召开。全省政法系统英模陆续登

场，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忠诚担当、履职尽

责、心系群众的平安法治故事。1400余名参

会干警认真聆听英模代表的感人事迹和人

生光辉。

　　“讲好英模故事、弘扬英模精神，发挥英

模示范引领作用，在政法机关营造崇尚英

模、学习英模的良好风尚，推动全省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百年。”会前，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

星泰会见英模事迹报告团成员时勉励道。

在刀尖上跳舞

　 “我是一名便衣警察，经常与犯罪分子

短兵相接，每一次破案都是上一趟‘刀山火

海’……”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飞鹰大队

大队长冯晖首先亮相报告会。

　 府城安则琼山安。曾经，琼山府城地区

因地处城乡接合部，社会治安形势十分复

杂。2007年9月，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决定

组建一支便衣队，取名“飞鹰”，冯晖便担起

了“鹰王”角色。

　 “飞鹰大队成立后，我决心要把这支队

伍打造成为一把震慑违法犯罪的利剑。”冯

晖说。13年来，他和队员们时刻潜伏在琼山

的大街小巷，顶骄阳，冒风雨，日月奋战在打

击违法犯罪的第一线。与手持砍刀、匕首的

歹徒近身搏斗，与子弹上膛的毒贩面对

面……正是拥有这支“在刀尖上跳舞”的飞

鹰队伍，琼山地区的治安形势逐年好转。

　 据统计，飞鹰大队13年共破获各类案件

11196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1863名，缴获

枪支60多支，缴获管制刀具5000多把，让犯罪

分子闻“鹰”丧胆。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

“两抢”案件得到有效遏制。

　 “事后，我常常问自己，怕吗？真的有点

后怕，血肉之躯能不怕吗？但这是人民警察

的责任和使命，使我们将个人生死置之度

外……”冯晖的这番真情告白，让现场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个英雄的群体。几乎所有队员都

不同程度地负过伤，队员杨仁标甚至被送进

ICU病房，抢救七天七夜才从死亡线上拉回

来。多年来，飞鹰大队先后涌现30名先进典

型。作为飞鹰大队长，冯晖先后被授予全国

二级英雄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中国十

大正义人物、全国人民满意公务员等20多个

荣誉称号。

与死亡擦肩而过

　 “有炸弹！”在毒贩家中搜查，当发现天

花板上有两个“圆球”正往下滑落，省公安厅

海岸警察总队第一支队红岛海岸派出所所

长刘智意识到不对劲，一边大声发出警告，

一边飞身将同事扑倒在一旁。

　 “嘭！”只听一声巨响，“圆球”落地瞬间

爆炸。由于躲闪及时，同事都没受伤，而距离

炸点最近的刘智鲜血直流。这是刘智参与禁

毒案件中，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一幕。

　 “从发现可疑到炸弹爆炸，仅3秒钟。而

这3秒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刘智说，事后有

人问他当时怕不怕，他坚定地说：“当然怕！

但做警察随时都有可能直面危险，该上就得

上，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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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光明 范天娇

　　车顶印有“你好民法典”的亲切招呼，车

身刷上了图文并茂的民法典知识，连拉手都

精心设计了普法二维码，方便乘客随手扫描

关注……在安徽合肥地铁3号线的民法典宣

传专列上，每节车厢都充盈着浓浓的法治文

化氛围。

　　“每次走进来，感觉都是与民法典进行

了一次长知识的‘对话’。”经常搭乘专列的

市民刘洁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这里“说”的

都是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天天耳濡目

染，很容易就熟记在心里了。

　　这趟开通四个多月、已经服务上千万人

次的民法典地铁宣传专列，是合肥市法治宣

传教育的创新载体之一。自“七五”普法启动

以来，合肥市把健全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体制

机制作为重要抓手，把创新开展精准式、文

艺式、便民式普法作为工作主线，全面推进

法治合肥、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

现法治理念渐入人心，法治环境不断优化，

涌现出一系列法治品牌，持续彰显效应。

完善机制强化普法责任

　　“店门口是你的责任区，不能堆放垃圾

和货物。”巡逻到城市天地公租房附近时，包

河区城管局滨湖城管办女子普法队队员唐

慢发现有店主违规摆放杂物。

　　见对方神情有些犹疑，唐慢拿着《合肥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小册子告诉店

主，“不是为难你，你看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很

清楚，责任区无乱设摊、无乱堆放，违规

要……”一番普法后，店主心服口服地收起

杂物，当即承诺“下不为例”。

　　唐慢所在的是合肥首支女子城管普法队，

主打耐心说法、柔性执法。滨湖城管办综合科

副科长倪勇告诉记者，一线执法队员任务比较

重，很难细致地进行释法说理。按照普法责任

制要求，建立这支亲和力、说法性更强的队伍，

可以实现谁执法谁普法、边执法边普法。

　　为进一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合肥

市印发《合肥市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清单》，将普法责任单位扩大到城管、应急管理、

市场监管等59家，推动各责任单位主动开展各

种形式的普法宣传。同时，在全省首创普法“三

责任两备案”制度，明确市直各部门主体责任、

各县（市）区和开发区属地管理责任以及市普法

办考核责任，规范建立普法工作年度计划备案

（事前备案）和完成情况备案（事后备案）制度。

　　其中，市直各部门是全民普法工作的重要

责任主体，结合自身执法职能和执法实践，将普

法工作融入执法全过程，面向公众大力宣传本

部门、本行业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各县（市）区、

开发区是普法“属地管理”机制的责任主体，应

按照地域原则开展普法工作，深入辖区内的机

关、乡村、社区、学校、企业、单位等开展形式多

样的法治宣传教育。

　　“各地各部门发挥主导作用，有效促进

职能工作与普法工作的有机结合。”合肥市

司法局局长吴昌文说，该市还充分运用考核

指挥棒，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市委综合考核

和市政府目标管理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作为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的重要依据，

实现普法“软任务”变“硬指标”。

普法“三式”丰富法治元素

　　走进合肥市望龙中学的“包包法学院”，

很多学生会被一块互动屏幕吸引。只要对准

面部采集摄像头挥动双臂，屏幕上就会捕捉

面容进行合成处理，出现不同吸毒时期的相

貌变化。如同照镜子一样，让人直观感受到

毒品对身体的摧残。

　　“包包法学院”是蜀山区以望龙中学为

试点，建立的全省首家交互式青少年法治宣

传教育基地。该基地打造卡通包拯形象，设

置法律鉴案室、知识擂台区、模拟法庭等展

区，并运用人脸识别、体感互动、AR展示、

VR体验等科技手段，让青少年在轻松玩乐

中激发学法热情和兴趣。

　　“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普法需求，我们以

领导干部、青少年、新市民为重点，分门别类地

进行‘精准式’普法，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合肥市普法办副主任、合肥

市司法局副局长刘健说。

　　“七五”普法期间，合肥市紧抓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首创非经人大任命领导干部任

前法律知识测试制度，2016年以来共有761名

领导干部参考，一次性通过率达99.5%。注重青

少年这个“重点群体”，坚持中小学法治教育课

时、教材、师资、经费“四落实”，探索建立交互

式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在主题班会、演

讲比赛等活动中融入普法内容。突出新市民这

个“城市新群体”，继续推进新市民普法学校、

普法之家、工地学校建设，组织编印《新市民学

法用法读本》，精选真实案例释法说理。

　　在精准普法基础上，合肥市还将文艺性

与便捷性相结合，开展润物无声“文艺式”普

法，连续举办5届法治漫画动画微视频征集、

4届法治文艺调演等法治文化活动，创作包

公断案“折子戏”等一批具有合肥文化特色

的法治文化作品，形成区域法治文化品牌。

拓展平台“便民式”普法，线下9个县（市）区、

140个镇（街）、1691个村（居）全部完成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站、室）建设，线上建成村（居）

法律服务微信群1533个，12348安徽法网共开

通合肥店铺486家、上架合肥法律服务产品

2269件，让群众触“屏”可得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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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

法院加强少年法庭建设，探索创新

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的专业

化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不断延伸

司法服务触角，构建起未成年人立

体保护网，让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

殊保护、优先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