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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莹 文/图

　　1月26日，正值腊月二十四，整个福州城都沉浸

在小年的节日气氛中。和往常一样，福建省福州市

公安局台江分局鳌峰派出所的户籍民警张宇含早

早就来到办事窗口，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今天过节，来办事的群众会少一些。平常忙的

时候，3个窗口根本不够用。”张宇含笑着对《法治日

报》记者说。

　　10点刚过，一位中年女士手拿一叠材料急匆匆

走进办事大厅，取完号没有多等，张宇含就接待

了她。

　　细听缘由，事情很简单。这位张女士不久前置

换房屋，在卖房时与对方约定，会尽快将自己一家

的户口迁出，否则将赔偿对方两万元的保证金。所

以当她买下亚峰新区某栋二层的一处房屋后，便着

急想把户口迁进去。

　　“买房的时候，房主说他的户口不在这里，我直

接迁进来就好，应该不难办吧。”张女士向张宇含确

认着。

　　张宇含一边核对张女士带来的文件材料，一边

查询该处房产的落户情况，发现事情并不像张女士

预期的那么简单。

　　原来，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亚峰新区在

1999年竣工完成，上报地址时，开发商出现了失误，

把架空层也算为一层报了上去。

　　“这就导致在产权证和户口上，实际住在一层的

变成了二层，住在二层的变成了三层，依此类推，每层

都往上错了一层。”张宇含仔细向张女士解释说，“户

口和实际地址对不上的话，也就没有办法迁进来。”

　　眼看事情办不成了，张女士瞬间着了急，连声问

应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坐在张宇含隔壁办公的户籍

民警郑绣缤站起身，耐心引导张女士坐到她所在的

窗口前，温柔但坚定地说：“你放心，我这里专门管的

就是‘办不成’的事，绝不会让你白跑一趟。”

　　记者仔细观察后发现，郑绣缤所在的办事窗口

和其他两个窗口略有不同，多了一块小牌子，上面

写着“‘办不成事’受理窗口”。

　　“这是福州市公安局紧密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所推行的一项便民举措。”福州市公安

局社区警务指导处处长张开源介绍说。

　　“办不成事”受理窗口由派出所窗口组长或窗

口负责人负责服务工作。群众在该窗口提交办事申

请后，民警会对群众提交的事项及问题登记受理，

而后进行详细分析，查找具体原因。

　　“对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的，民警依法

依规尽力解决；对于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民

警向群众讲明政策规定，做好解释工作。对于特殊情

况，公安机关将启动会商机制。”张开源说。

　　去年7月初，福州市公安局先行在鼓楼、台江、

仓山、晋安等四城区设有多个窗口的派出所进行试

点，鳌峰派出所就是其中一个。同时，福州市公安局

鼓励各县市区因地制宜，视情增设“办不成事”受理

窗口。目前，全市共有124个派出所设立“办不成事”

受理窗口。

　　作为鳌峰派出所“办不成事”受理窗口的负责

人，郑绣缤之所以敢胸有成竹地向张女士打包票，

是因为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办理亚峰新区的户籍问

题，而且办理的效果非常好。

　　去年9月前夕，为了让小孩在福州读书，林先生

在亚峰新区购买了一栋房屋，急于落户。郑绣缤受

理后，通过详细查找资料了解到该小区存在历史遗

留的户籍问题，便及时联系社区民警和社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多次走访入户、宣传政策，最终促成该栋

楼的7户房主全部到场参加协调会。

　　两次协调会开完后，7户房主同意把自己的户

籍地址统一往下迁移一层，顺利让林先生一家落户

进来。

　　“如果你想迁户口，就要按照同样的办法，在征

得楼下一层房主的同意后，他迁出，你再迁入。”郑

绣缤仔细帮张女士分析找出问题的解决途径。

　　张女士连连点头同意，并表示想尽快和楼下房

主见面。郑绣缤立即电话联系负责亚峰新区片区的

社区民警叶聘，让他核实一层房主的居住情况和联

系方式。很快，叶聘就发来反馈，房主一家已不住在

该小区，且他本人正在外地办事，但同意通过视频

来协商此事。

　　于是，在“办不成事”受理窗口，张女士和楼下

房主顺利远程“见面”。对方表示，自己和家人常年

不在福州居住，愿意将户口迁出。双方在郑绣缤的

指引下达成协议：3天后，二人同时到派出所，分别

办理户口迁出和户口迁入手续。

　　“这件麻烦事终于办成了，我真是太激动啦。不

然，我们全家都别想过好这个年！”张女士心里石头落

了地，语气也轻快起来，逗得大家一起跟着乐。

　　鳌峰派出所教导员陈雨告诉记者，户籍窗口是服

务群众的“第一窗口”，也是派出所联系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鳌峰派出所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强化服务理念，优化服务举措，就是要把“办不成事”

的“小窗口”打造成便民服务的“大舞台”。

　　自“办不成事”受理窗口设立以来，鳌峰派出所

共协调解决群众各类疑难杂症问题15件，1件正在

加急办理，办结率达到98 . 6%，获得群众的广泛

好评。

“办不成事”小窗口 便民服务大舞台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文/图

　　大洪河畔柑橘飘香，特色民居鳞

次栉比，一派山清水秀的美好画卷。这

是新年前的一天早上，记者驱车一小

时初到大盛镇时最直观的感受。

　　大盛镇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东北

部，辖区近百平方公里，含16个村和两

个社区，常住人口万余人，以60岁以上

老年人为主。

　　临近过年，外出打工的群众回来

了，天险洞村比往常热闹了许多，年轻

的社区民警陈柳也更忙了。

　　走村入户收集社情民意，排查问

题风险，反诈和防疫宣传等是大盛镇

社区警务工作的重点。

　　当天上午，陈柳和辅警王强一起

到天险洞村六组刘得明家走访。看到

刘得明老伴正在包饺子，陈柳赶紧洗

洗手坐下来帮忙。

　　干净整洁的小屋里，一场欢声笑

语的警民恳谈会就此开始。

　　“我们跟城里没啥区别，感谢党的

好政策！”七十多岁的刘得明操着一口

浓重的方言，指着房前那条崭新的柏

油路说。他还记得，10年前去城里要走

上三四个小时，而今，在外工作的儿孙

下了班就能赶回来团聚。

　　“老人家，最近治安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听说有丢东西啥的？”

　　“没得没得。”刘得明斩钉截铁地

说，不用说这些，就连邻居间鸡毛蒜皮

的拌嘴都很少了。

　　这话刘得明有发言权，已经有了

重孙的他由于德高望重被聘为社区调

解员，大事小情他都有所了解。

　　告别了刘得明一家，记者跟随民

警坐上了正要开展治安巡防的巡

逻车。

　　“凡是网上交朋友谈恋爱让你花

钱投资的，一定是诈骗……”近年来，

大盛镇的老百姓经常听见走街串巷的

巡逻车里传来的宣传录音。

　　大盛派出所所长叶和平告诉记

者，2018年以来，大盛镇平安办联合派

出所主动作为，建立“见警车、见警灯、

见巡逻人员”“环线巡逻、点线巡逻、院

坝巡逻、重点区域巡逻”的“三见四巡”

治安巡防模式，将治安巡防、救助服

务、法治宣传等融入日常巡防管控工

作，为建设“平安大盛”贡献了力量。

　　“赶进度更要注意安全，回家过个好年。”巡防到乡村旅

游点——— 廖家湾古院落建设工地，民警贴心地提醒工人

们说。

　　过年前，民警们没有忘记为保家卫国作出过贡献的老

同志，他们准备到山那边的隆仁村看望老革命龚金元。

　　“累，但值得！”一路上，刚刚入警满一年的陈柳谈及从

警以来的感受时说。

　　去年春天，一对因儿子失踪多年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前

来求助，望着老人急切的眼神，年轻的陈柳没有犹豫，立即

多方协调开展工作，终于在短时间内为老人落实了补助

政策。

　　“他们没有其他的话语，只有重复的感谢，但这就是我

作为人民警察最幸福的时刻。”陈柳说。

　　在行驶过一段整洁宽敞的盘山公路后，车辆在道路尽

头停了下来。步行穿过几百米的田间小道，记者跟随民警来

到了龚金元家里。

　　“新的身份证办好了，目前还有其他困难吗？”一进家

门，民警就询问龚老的儿子龚声田。平日里，他负责照看龚

老，前不久，民警们刚刚上门为龚声田补办了身份证。

　　90多岁的龚老坐在小院里，与民警们聊起了他当年的

故事。

　　回去的路上，大家沉默了良久，他们感动于龚老坚定的

革命意志，这种精神也深深地鼓舞着他们继续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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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刘得明时，我发现这位曾担任村社小组长的

老同志竟听不太懂普通话。这不能怪他，二十世纪90年

代，他们到城里，要自备干粮走上一天，由于交通不便，因

此与外界交流不多。

　　搭上乡村振兴这股春风，大盛镇如今已真正地融入

到了渝北区全面均衡发展大局。仅有10名民警的大盛派

出所在这里主动作为，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坚实

堡垒，成为党组织放心、群众满意、特别能战斗的钢铁

队伍。

只为让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

涉农案件“三优先”让农民工安心过年

□ 本报记者 刘中全 文/图

    

　　茫茫林海，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宛如人间仙境。

　　“从脚印痕迹判断，这是两到三只狍子留下的，可

能是狍子一家……”57岁的吕鹏祥是吉林省黄泥河森

林公安分局民警，他停下雪地摩托，跳进一个被大雪

覆盖的坑中，仔细查看雪地上的痕迹说。

　　黄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长白山腹地，野

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非法狩猎活动一度猖獗，但随

着滑雪巡逻队组建后，队员们脚踩滑雪板穿行于林

海雪原间，非法狩猎大幅减少，吕鹏祥就是滑雪巡

逻队一员。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林区，亲身体

验巡逻队员们的日常工作。

提高打击犯罪灵活性

　　1月27日，距离除夕还有5天，黄泥河森林公安

分局滑雪巡逻队的队员们就早早地来到岗位，仔细

检查雪地摩托、滑雪板等设施，为巡山做准备。

　　“巡逻队是2015年10月25日成立的，当初队员

有16人，加上雪地摩托驾驶员，将近20人。”曹贵鑫是

滑雪巡逻队队长，说起组建滑雪巡逻队他记忆犹新。

　　2015年10月，一场大雪将黄泥河森林公安分局辖

区覆盖，当时曹贵鑫带领民警步行巡山，当巡到团北

林场时，民警们凭借一串脚印断定有人在非法狩猎，

便沿着脚印追踪，很快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而男子竟

穿上自制的滑雪板，迅速消失在民警们的视线里……

　　“当时积雪很深，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非法

狩猎分子在我们眼前跑掉……”时任森侦大队副队

长的邓勇说，此事深深刺痛了民警们的心。

　　黄泥河森林公安分局党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成

立滑雪巡逻队，经层层选拔，16名民警脱颖而出。

　　“以往虽可借助无人机和雪地摩托进行监控和

抓捕，可一旦不法分子躲入深山中，高科技便无法

发挥作用。”黄泥河森林公安分局政治处主任贡献

说，实践证明滑雪巡逻队的组建，有效地提高了冬

季抓捕不法分子的灵活性。

　　据统计，6年来，黄泥河森林公安分局开展清山

清套及冬季巡护60余次，收缴猎夹猎套2300余个，

打击非法盗猎和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效果显著。

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8时许，两辆越野车分别拖挂着两辆雪地摩托

浩浩荡荡奔向目的地——— 威虎岭林场辖区，大约40

分钟后，越野车进入山路行驶，积雪足有半尺深，直

到越野车无法前行，此时巡逻队员们开启“滑雪巡

逻模式”。

　　“当车辆无法前行时，我们需要雪地摩托和人

工滑雪配合继续巡山。”曹贵鑫说。

　　曹贵鑫迅速穿好滑雪服，逐一检查队员们的装备

后，率领队伍向原始森林深处快速滑行……

　　在转弯处，一排清晰的动物脚印引起了大家的

注意。

　　“有两到三只野生狍子在这里休息过。”吕鹏祥

从警30多年，他熟知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

　　“狍子在森林里算中型野生动物，它们对事物

都比较好奇，甚至不怕人，感觉傻傻的，所以大家常

说‘傻狍子’。”吕鹏祥说，随着保护野生动物的力度

加大，遇到狍子、野鸡、野猪等也是常事。

　　“常年巡逻，在森林里最危险的就是遇见野猪

了，尤其是成年野猪，一定要尽量远离它们。”吕鹏

祥说，近年来野生东北虎、豹频繁在林区出没，说明

吉林省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穿林海，跨雪原，滑雪巡逻队成为一支打击非

法狩猎犯罪活动的急行军。

让普法宣传深入人心

　　“保护野生动物，从你我他做起！”

　　“此处为东北虎豹活动区域，请注意人身安全！”

　　滑雪巡逻队员拿出写有宣传语和警示语的红

色飘带，牢牢地系在附近的树枝上。

　　“我们随身携带着红飘带，发现有非法狩猎者

下套就及时清理，并在此处系上红飘带，非法狩猎

者回来查看时红飘带就能发挥作用了，不仅是普法

宣传，也是警告震慑非法狩猎者，其行为已经触犯

法律。”黄泥河森林公安分局政治处副主任崔舰说，

保护野生植物动物和开展普法宣传是森林公安的

主要工作职能，而这两项工作已成常态化机制。

　　“民警每周一三五上山清山清套，每周二四要入

村屯进集市开展普法宣传，经过不懈努力，辖区群众

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非法狩猎案件大幅减少。”崔

舰说。

  据了解，黄泥河森林公安分局共有181名干警，

辖区森林面积达19.6万公顷。2021年，黄泥河森林公

安连破5起重特大非法狩猎蟾蜍案，破获特大危害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收缴野生动物（中华蟾蜍）

1372只，救助放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1只，收缴

木材34.32立方米。

　　“我们采用高科技和土办法相结合的方式，在辖

区内铺设了天罗地网，让不法分子不敢到这里来。”黄

泥河森林公安分局局长杨勇说，随着警务新技能的日

益科学化，装备已经全面升级，公安工作中实行

GPS定位，形成点线连成片的格局，在重点区域实

行无人机巡逻，把“巡、堵、查”的工作力度最大化，

为维护东北虎、豹生态廊道的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当天户外气温有零下二十几摄氏度，我虽然提前做好了防寒准备，但在乘坐雪地摩托车时，没过几

分钟手脚已被冻得发麻，起初穿越林海的兴奋感荡然无存，但对于常年巡山的滑雪巡逻队员们来说，这

却是他们工作中最平常的一幕，其工作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为了祖国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无数的

森林公安干警们为此付出了青春和热血，他们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守护者，他们的精神值得赞扬。

□ 本报记者  赵志锋

□ 本报通讯员 侯建清 文/图    

  “感谢渭源法院，给我们农民工开通了‘绿色通

道’，帮我们追回了被拖欠的工资，大家都能安心过

个好年了。”1月29日，农民工孙学海拿到钱好几天

了，但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仍然很激动。

　　孙学海是甘肃省临洮县人，去年在甘肃省渭源

县务工。眼看就要过年了，他和其他务工人员的工

钱却迟迟没有拿到。

　　多次催要未果后，2021年11月下旬，孙学海和

其他30名务工人员一起，向渭源县法院递交了劳务

合同纠纷案的诉状，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收到诉状后，渭源县法院立案庭立即启动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于当天向特邀调解员杨小强进

行了委派。两天后，杨小强将双方当事人全部联系到

渭源县法院进行调解。经过一天耐心细致的调解，31

名原告的劳务合同纠纷案于当天全部达成协议，协

议确定所有劳务费于2021年12月31日前全部付清。

　　达成协议后，渭源县法院征求双方当事人同

意，采用“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的模式，对所有调解

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到了2021年12月31日，被告人因多种原因并未

如期支付劳务费。2022年1月4日，农民工们向渭源

县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法官迅速行动，在15天的时

间内执行到位61万余元。

　　1月20日，渭源县法院举行了农民工工资案款

集中发放仪式，向孙学海等31名农民工现场发放了

61万余元执行案款。

　　在发放仪式现场，农民工们为了表达对渭源县法

院的感激之情，将写有“秉公执法 尽职尽责”“人民的

好法官 民工的守护神”“执行法官心系群众 追缴欠

款为民解忧”的3面锦旗送到法院执行干警手中。

　　“在春节前关键时间节点开展农民工工资集中发

放活动，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和最有力的措施让农民工

兄弟在节前拿到劳动报酬，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渭源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建明说。

　　渭源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余志燕介绍说，近

年来，渭源县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坚持将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要求，优化司法确认程序，

拓宽司法确认范围，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提供有力

司法保障，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今后在办理涉农民工案件时，我们将继续严

格贯彻民生‘三优先’原则，坚持农民工工资案件

‘优先调处、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案款’，安排专人专

办，建立台账，依法、公正、及时、高效、充分保障农

民工合法权益。”余志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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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在鳌峰派出所“办不成事”受理窗口，郑绣缤（左）正在仔细查阅核对张女士的户籍申请材料。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群众碰到的问题，

再复杂也要把它变得简单。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

局鳌峰派出所针对群众在办事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疑难杂症”，开辟专门渠道，将群众来办理的

各类办不成事项、不满意事项和举报投诉纳入窗

口统一集中受理，实现群众诉求全流程处理，真

正做到让群众办事不空跑、不多跑，进一步提升

了群众的办事体验，提高为民服务质量。

  图为民警走访刘得明（中）一家。

图为渭源县法院为31名农民工集中兑现执行案款。

　　过年前，辛苦一年的农民工都希望能及时足额拿

到应有的报酬，带着一年的喜悦和收获，高高兴兴回

家过个年。但现实中，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事件时有

发生，渭源县法院为涉农民工案件的办理开通“绿色

通道”，用足用活“诉前调解＋司法确认”这一模式，既

减轻了农民工负担又为化解涉农民工工资纠纷提供

了新路径，依法高效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