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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凡超

　　

　　2月6日———

　　20时37分，110接警台接群众报警：某高层建筑

有一男子意欲跳楼轻生。

　　20时38分，警笛声划破沉寂夜空，数台公安、消

防车辆一同驶向警情所指的高层建筑。

　　20时40分，民警辅警赶到现场与轻生男子对

话，随后找准时机一拥而上将其成功救下。

　　这场生死救援发生在山东省东营市，从接警

到联动响应、初步处置仅用时3分钟。

　　“‘情指勤舆’一体化实战化运行机制投入应

用以来，我局对每一起110警情进行一体化专班全

程跟踪研判，实时提供技术支撑，及时推送精准指

令。数据显示，去年10月以来，全市处置突发事件响

应速度同比提升近1倍。”东营市公安局指挥调度

科负责人韩斌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在安保维稳中发轫、在打击整治中成长、在社

会共治中迭代。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

聚焦战斗力提升，突出实战化导向，深化推进“情

报、指挥、勤务、舆情”一体化实战化运行机制，持

续赋能110接处警工作，下先手棋、打主动仗，为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注入了强劲的公安力量。

智慧赋能一线接处警实战

　　110电话报警定位率达90%以上，3100台执法记

录仪视频同步接入平台，为规范执法提供有力保

障……

　　走进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智慧新指挥调度

平台”，一块电子大屏映入眼帘，多项数据应用

在“云端”高速运行——— 依托科技应用，根据警

情类别、警力分布和属地管辖，平台可自动推荐

最优处置警力，为快速处警提供辅助，实现警情

信息、工作指令第一时间下达到各单位、各处警

民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连市公安局于1989年

正式成立信息指挥中心和各区市县指挥调度室，

并开通报警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普及应用，信息

化程度不断提高，大连公安110接处警系统也不断

升级换代。目前，这条守护百姓平安的“藏蓝热线”

已逐渐成长为大连公安的“最强大脑”，也将公安

工作的信息化应用和科技办案水平推向了一个新

的高度。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抓住新技术发展、新基

建推进的难得机遇，找准赋能“情指勤舆”一体化

实战化运行机制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打造扁平化、

可视化、智能化接处警模式，不断加强指挥手段建

设、硬件建设、赋能内容建设———

　　江苏苏州、南通、盐城等地公安机关运用机器

学习、语义解析等技术，自动提取警情要素，智能

生成问警引导模板和结构化警情表单，自动匹配

涉警地址等基础信息。

　　重庆公安机关在接处警系统中增加“智能语

音转换”模块，群众报警时系统能够智能语音识

别、即时准确转换、自动录入报警人描述警情内

容，接警录入更高效。

　　“工作指令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真正

实现了上级多花一分钟、基层少跑一小时。”采访

中，多位基层民警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达了这样

的切身感受。

　　拆“烟囱”、破“孤岛”、汇数据。如今，各地公安

机关指挥调度渠道依次打通，“省市一体、警种合

成、区域联动、集群作战”一体化实战化体系日益

完善，为服务基层实战提供源源不绝的信息支撑。

深挖警情推进源头治理

　　全口径汇聚、规范化采集、结构化转换、标签

化提取……过去一年，江苏省公安厅组建了118支

警情数据研判战队，搭建高频报警监控、案件线索

串并、公共安全监测等数据模型，创新技战法，全

面构建警情“吹哨”、警种报到、部门协同的风险防

控新模式。

　　在多位受访民警看来，在研判感知社会治安

形势工作中，警情数据“晴雨表”作用愈发凸显。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依托“情指勤舆”一体

化实战化运行机制，围绕涉疫情防控、走失人口、

电信网络诈骗等警情实时开展深度挖掘，动态调

整工作重点，确保科学指导打防管控，推进警情数

据的源头治理。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建立以“警情日清零，立

案月清仓，积案季清底”为目标的扁平化指挥调度

“三清”工作机制，紧盯执法领域群众反映最强烈、

最突出的顽瘴痼疾，从规范执法的“最先一公里”

入手，抓住“警情、案件”源头，以警情数据的客观、

齐全、鲜活倒逼警情处置的及时、规范、高效。

　　过去一年，河北省公安机关先后组织开展了

家庭暴力、未成年人溺水等专题分析。通过对警

情数据的挖掘研判，努力推动各地公安机关与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对接联络、综合施策，有效防范

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建立联防联动联控体系

建设。

　　重庆市公安机关搭建涉民生类警情数据库，

汇集打架斗殴、噪声扰民、高空抛物、邻里矛盾等

发生频率高、侵害面广、群众最为关心的涉民生类

警情，进行定期量化分析；建立警情升降率对比通

报机制，对重点区域、高发部位警情采取电话回

访、实地暗访、问卷调查等形式，深入分析群众反

复报警原因，强化源头治理。

比武练兵加强队伍建设

　　砰砰砰……一声声枪响划破天际。装弹、上

膛、瞄准、射击、验枪……整套动作准确规范，各个

步骤一气呵成。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公安局“全警

实战大练兵”中，民警进行应急处突实弹射击训练

的一幕。

　　“从警情数据中可以看出……”“接处警工作

规则中规定……”“这次警情处置，存在的薄弱环

节有……”“此类警情处置，重点应当把握以下步

骤……”练兵中，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从各警种精心

抽调组织26名警务实战教官，组建为专业“蓝军”，

统一集中备课，细化任务分工，通过分析梳理警情

数据，详细讲解法律规范具体内容，剖析正反典型

案例，提示接处警执法要点，为实战提供法律支

撑，为警情规范处置提供了有效路径。

　　过去一年，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采取“不打招

呼”式全流程全要素的方式，组织开展“红蓝对抗”

比武演练活动，有效检验了全区公安机关121支应

急处突武装机动队建设成效。

　　放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围绕提升“情指勤

舆”一体化实战化建设水平和实战本领，持续掀起

全警实战大练兵热潮。

　　天津市公安机关强化110接处警工作全流程、

全环节跟踪督导力度，结合各类民生关注焦点问

题，有针对性开展“红蓝”对抗实兵演练，进一步推

进“情指勤舆”一体化实战化运行机制在基层警务

实战中落地落实。

　　山东各级公安机关去年组织开展应急拉动演

练和“红蓝对抗”等实战演练2100余次，通过演练不

断发现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整改落实，切实提高

应急处突实战能力和水平。

　　数据显示，各地公安机关“情指勤舆”一体化

实战化机制运行以来，安全稳定措施落地见效明

显，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创历史新高。伴随这项机

制不断成熟完善，公安机关应急处突能力还将不

断向着“快速反应、妥善处置、一招制胜”的目标要

求大步迈进。

□ 本报记者 鲍静 文/图

　　

　　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里，北京铁路公安

处八达岭长城站派出所民警高启明和刘士佳正

顶着严寒巡查京张高铁。他们两人成组，穿梭在

蜿蜒的长城脚下，检查铁路沿线的山石有无滚

落、防护网有无破损等。为保障京张高铁安全运

行，他们全年工作从未有过间断，当地百姓亲切

地称他们是长城脚下一道亮丽的风“警”线。

　　北京冬奥会期间，京张高铁作为冬奥列车

运行途经路段，铁路安全运行保障工作尤为重

要。出警、巡逻、清除安全隐患，高启明和刘士佳

那些天一刻都没有停歇。看到冬奥列车在京张

高铁辖区内飞驰，他们内心油然升起一种自豪

感和责任感，同时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做好长

城脚下的铁路安全守护者。

　　春运期间是铁路警察一年中最忙的日子。

高启明和刘士佳负责京张高铁线近30公里路段

的沿线巡查任务，每次巡查线路，他们都要从八

达岭长城站派出所驱车15公里到达东园村一处

山脚后，再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巡查线路。

　　交通不便、天气恶劣，这些都是两人日常工

作中经常要面对的困难。

　　“我老家在东北，但这里的气温感觉比老家

的温度都低，特别是冬天山区的风干冷生硬，扫

在脸上犹如刀割，每次巡线回来，脸冻得通红，

手脚冻到发麻，往往需要暖和很久才能缓过

劲。”刘士佳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古人云，‘宝

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于我们年

轻人而言，艰苦的工作环境更能磨炼出铁一般

的意志和毅力。”

　　26岁的刘士佳是所里最年轻的民警，有很强

的创新意识，能够熟练运用各类网络软件。高启

明今年46岁，在派出所一干就是24年，过硬的业

务技能、扎实的工作作风，使他对派出所大事小

情、辖区内的线路分布、沿线居民生活生产状态

了如指掌。

　　去年年初，为提高辖区治安管控工作及线

路防控工作，两人合力在“人防”的基础上进一

步探索“技防”，利用CAD制图软件制作车站平

面图、线路动态及高铁周边村镇塑料大棚、地

膜、彩钢棚电子数据库。一年多来，八达岭长城

站派出所实现了辖区“零发案”，整改完成30余处

线路安全隐患，全面保障了旅客平安出行、列车

安全运行。

　　多年的工作配合中，高启明和刘士佳结下

了深厚的友情和师徒情，这一“新老”组合并肩

作战、配合默契、忘我奉献。

　　“有一次，我在上山途中没踩稳，一只脚打

滑掉进了泥水里，后腰一闪，整个人倾斜侧弯，

师傅一把从后面撑住我，自己却一个踉跄摔倒

了。起身后，他不顾身上的泥巴急切询问我的

脚有没有扭伤，并从包里拿出暖宝宝让我垫在

鞋里，稍作调整、休息片刻之后，我们继续向线

路进发。”刘士佳回忆道。

　　平安，是高启明和刘士佳作为人民警察的

共同追求。“闲不住”的师傅带出了“忙不停”的

徒弟，除了做好线路安全工作外，在站区也常

常能看到他们执勤巡逻时忙碌的身影，“热心

肠”是车站工作人员对他们的一致评价。

　　每到旅游旺季，八达岭长城站内旅客数量

激增，高启明和刘士佳执勤维持旅客进出站秩

序的同时，也成了旅游攻略“活地图”——— 景区

从哪儿进、打车往哪儿走、去哪儿吃东西……他

们总是耐心解答，帮助旅客顺利到达目的地。去

年，高启明和刘士佳共帮助旅客找回遗失的相

机、手机、钱包等物品35件，价值10余万元。

　　“旅游景区就像一个城市的名片，我们为

旅客解了难事、办了好事，让他们的旅途更舒

心。”高启明说。

　　记者了解到，八达岭长城站是京张高铁最

具代表性的火车站，也是国内埋深最深、规模

最大的地下高铁站，派出所可以直通候车室。

　　在候车室内，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学生徐

馨悦告诉记者：“这里的治安特别好，刚才进门

民警叔叔还过来查看了身份证，他们这样往返

巡逻，让外地来的游客特别安心。”

□ 本报记者  李光明

□ 本报通讯员 吴文波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

总关情。

　　去年以来，安徽省淮南市政

法机关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取得的成果，

持续开展“五进五民”（进农村、进

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听

民声、访民意、察民情、排民忧、解

民难）活动，深入开展“网格吹哨、

干警报到”活动，组织政法干警进

网格、办实事、解民忧，向人民群

众推出一系列多样化、多层次、多

方面的执法司法服务“大餐”，取

得了明显成效，全市政法系统收

到锦旗415面、表扬信384封、电话

表扬1132次。

“小网格”托起“大服务”

　　不久前，在淮南市八公山区

毕家岗街道上游社区上游新村路

口，骑电动车的李女士与骑自行

车的张女士相撞，导致张女士摔

倒在地，腿部受伤，双方情绪激

动，在事发路口当场发生争执，引

来不少群众围观。由于现场过往

车流量较大，如不及时处理，很容

易发生二次交通事故。

　　这一情景，刚好被正在日常

巡查的政法网格员陈猛发现，他

立即上前了解情况，并联系“邻里

帮帮团”成员徐永萍。两人现场建

议双方先行将车辆移到安全位置

停靠，再作进一步处理，并劝散围

观群众。

　　陈猛拿出携带的救急包，对

受伤的张女士进行简单的伤口消

毒止血处理，并安抚双方情绪，讲

解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分析事故

发生原因，让事故双方认识到自

己的过错，达成调解意愿。

　　经陈猛与徐永萍耐心劝导，

李女士同意陪同张女士去医院检

查，并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此次道

路交通事故纠纷得到及时圆满解决。

　　像陈猛这样的政法网格员在淮南有很多。他们身处乡村

社区和基层一线，能够及时出现在治安防控和矛盾纠纷现场。

　　近年来，淮南市政法机关坚持将政法力量下沉网格，把网

格作为政法机关与群众深化交流、改善服务、回应关切的基本

平台，开展“社区网格‘吹哨’，政法干警‘报到’”活动，全市政

法各单位分管领导分别包保各镇街道，并将政法机关党员干

部、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编网入格，1名干警（律师）包保1

至3个网格不等，确保政法力量在网格中全域覆盖、不留死角。

　　淮南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网格干警充分发挥

专业优势，零距离收集社情民意，为群众送警力、送法律、送服

务到网格，切实打通政法服务“最后一米”。

　　据统计，今年以来，淮南市政法机关先后上门为群众办理

业务2557件，解决群众困难和诉求问题9329个，出台便民利民

惠民措施254条，获得群众高频“点赞”。

“小窗口”惠及“大民生”

　　过去，群众到法院申请立案往往存在流程不清、材料不

全、窗口不熟等困惑，完成立案登记需要“至少跑一次”。为此，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申请立案“最多跑一次”的规

定》，助推立案服务提档升级。

　　根据淮南中院规定，全市法院通过推行网上立案、跨域立

案、延伸立案，创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受理模

式，彻底打通解决立案难问题的“最后一米”。

　　据统计，自2021年3月29日“最多跑一次”规定实施以来，

“只跑一次”案件13327件，占全部立案数的86.18%，极大提升了

群众在诉讼服务中的获得感。

　　在政法干警进网格过程中，淮南市政法机关共出动干警

7.5万余人次，走访群众39万余人次，收集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意

见建议1300余条。针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及时推出“绿

色停车位”“110接处警试点改革”“法院立案最多跑一次”“律

师网上阅卷”“特殊人群公证上门办”“基层吹哨、干警报到”等

“六大服务品牌”，受到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誉。

　　“小网格，大服务；小窗口，大民生。开展社区网格‘吹哨’，

政法干警‘报到’活动，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提升了

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淮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文见

宝说。

“小活动”赢得“大平安”

　　自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淮南市

政法机关部署开展了“五进五民”活动，引导政法干部增强群

众观念、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推深做实。

　　淮南市委政法委制定了《淮南市政法队伍“五进五民”实

践活动工作方案》，结合政法机关业务工作，积极将“五进五

民”融入到日常工作中，要求全市各政法单位领导干部带头垂

范，单位班子成员至少开展1次进基层活动，机关干警进村入

户不少于5次。

　　淮南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开展“五进五民”的

重点任务落点是“五个一批”，即“解决一批问题、化解一批矛

盾、排查一批隐患、收集一批意见、宣传一批案例”。突出问题

整改，坚决把收集问题和意见的整改、落实作为“五进五民”的

重中之重，抓好抓实。

　　淮南市政法机关还完善了对群众意见建议建立入户清

单、认真梳理分析问题建立问题清单、积极制定整改措施建立

整改清单，详细记录政法干警开展活动情况。根据清单定期调

度，整改一个销号一个，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文见宝认为，“五进五民”实践活动的开展，有力增进了政

法干警同人民群众的干群关系，全面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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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脚下的铁路安全守护人

“情指勤舆”一体化实战化赋能警情处置
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强劲公安力量

  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定海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作为分局的“智慧大脑”，依托数字化改革，升级“情指勤舆”一体化实战化运行机制，全力推进110接处警系

统治理。去年以来，群众满意率达99.5%。图为该中心民警正在进行指挥调度。

本报通讯员 俞子龙 摄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陆明光 徐莹莹

　　近日，在宁波机场路与云飞路

口，多出来一条用于工程车降速的

渠化隔离带，隔离带的半圆上设置

两面呈45度角的高杆凸面镜，不少

通过该路口右转弯的工程车纷纷

降低车速 ，按照标线所示顺序

行进。

　　这是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局江北大队洪塘中队为破解工

程车右转弯盲区难题而新推出的举

措之一。

　　宁波公安交警以预防交通事故

“减量控大”为抓手，织密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开展预防交通事故系列

行动，采取系列举措，进一步消除道

路安全隐患，切实提升道路交通事

故防控水平。针对20处近年来发生

过亡人事故的平交路口、穿村过镇

及临水临崖路段，全部落实“三必

上”“五必上”措施，制定实施交通安

全“四色预警”机制。

　　宁波交警创新举措，为道路安

全上“双保险”。在全国率先将“骑电

动自行车必须戴头盔”纳入地方性

法规，使得全市城市道路、公路电动

自行车驾乘人员头盔佩戴率大幅提

升，分别达到95%、90%以上。宁波交

警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交通标志“注

意老人”正式“上线”，在努力提升老

年人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的同时，积极为老年人安全出行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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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警高启明（右）和刘士佳在居庸关隧道口

值守。

特稿

  平安中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