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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见厦门，护航平安

  图为“屿家亲女警队”队员解答游客咨询。

　　漫步在鼓浪屿的小巷中，可以看到那些经过精心修缮的百年建筑，或精致，或庄重，每一幢都诉说着一个个跨越时空的故事。2012

年出台的《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在2019年实行《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后废止。法规的延

续，将这座海岛的文明薪火传承，对文物建筑修缮、文化保护传承等作出“有牙齿”“有温度”的规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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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淑秋 文/图

　　

　　“游客朋友们，马上涨潮了，请您离开礁石，

快速回到岸边。”

　　到过福建厦门鼓浪屿岛上的游客，可能都遇

到过无人机在空中喊话的场景。这架在空中巡飞

并为游客发出指示和提示的，是厦门市公安局思

明分局鼓浪屿派出所的5G网联无人机“屿飞飞”。

　　2月1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鼓浪屿，在“屿

飞飞”的引导下，和游客们一起感受浓浓的节日

氛围。

　　鼓浪屿被海环抱，蜿蜒的小巷和古老的石

阶，绿树白墙掩映着古老的建筑群，爬满墙的炮

仗花应时节而开放，明快的橘红色，为诗情画意

的鼓浪屿增添了喜庆。

　　一船船的游客陆续登岛，繁忙的码头迎来了

五湖四海的朋友。

　　“屿飞飞”这位“实习小战警”，警龄虽小，但

经验丰富。无人机巡飞是鼓浪屿派出所守护游客

的“秘籍”之一。

　　“派出所人力有限，人力巡查一遍要将近两

个小时，现在用无人机可以一天定时巡查、多次

巡查，及时解决游客困难。”鼓浪屿派出所所长潘

益臻说。

　　“我们把以前游客被困礁石的警情拿出来仔

细分析，发现游客报警的时间基本是涨潮以后的

两个小时。于是，无人机根据这个时间点提前出

航巡飞，提醒礁石上的游客尽快返回沙滩。”潘益

臻对记者说。

　　春节期间，鼓浪屿人气火爆，每天限定5万人

进岛。为全方位守护“平安游”，安防巡逻与应急

处置部署也不断改进和升级。

　　根据经验预判、科学调研，鼓浪屿派出所积

极“上分”，针对岛上各个安全隐患提前做好排

查工作，对岛内各处栏杆、高大树木、探头等隐

患点逐一巡查，不断丰富应急预案，为游客的

“平安游”“舒心游”保驾护航。尤其每天早晚，在

码头固定点位都有值勤民警，给足了游客安

全感。

　　从鼓浪屿派出所走出来，沿着蜿蜒的小巷来

到屿家亲警务站，这里有一支鼓浪屿特色的“屿

家亲女警队”，创建于2020年，由15名平均年龄26

岁的女警组成，她们热情帮助群众排忧解难、调

解纠纷……每逢节假日是她们最忙碌的时候，她

们用女性的温柔和细腻，默默守护着世界文化遗

产鼓浪屿的秩序。

　　“这是走失人员登记册，10年来帮市民、游客

找到孩子、老人、同伴等4000多人，大部分记录在

册。”“屿家亲女警队”队员凌真真指着10余本册

子笑着向记者介绍，在她们的警用八大件里，常

备着鼓浪屿派出所定制的旅游安全提示地图。

　　此时，有两名贵州的女游客来警务站打卡

“屿家印”，将带有“屿家亲女警队”特色图案的印

章留刻在帆布包上。

　　“这边天气温暖，而且满眼都是大海。”盖好

印章的胡女士开心地告诉记者，她们是音乐老

师，这次趁假期来感受这座钢琴岛的魅力。

　　头顶是挂着水珠的曼陀罗，墙上铺满了喜庆

的炮仗花，推开黑色古朴的大门，走进典雅的老

别墅，仿佛走进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这里是鼓浪

屿重点保护历史风貌建筑——— 李家庄。

　　厦门推出了便民惠民措施，方便住宿在鼓浪

屿的游客登岛。“预计住在岛上的游客会多一些，

我们现在客房是订满的。”李家庄民宿主理人林

聪海说，“做民宿是一种情怀，同样，来厦门不只

是体验性旅游，而是一种情怀、一种心境。1 0年

前来住在我们这里的游客，还会带着家人来、带

着小孩来，鼓浪屿是一个大家来到就会爱上的

地方。”

　　码头的龙年灯饰已经亮起，准备离岛的游客

依依不舍地打卡拍照，还有不少研学旅行的学生

团，有来自江苏徐州的，也有来自山东淄博的，各

地游客在此处共寻宁静一隅。这个春节假期，有

人在看世界、有人在团聚、有人在坚守。深冬的鼓

浪屿焕发出不一样的生机与光彩。

  图为曹福歌（左二）指导和寨村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

　　诉源治理，只靠法院一家，力量显然不够。鄢陵法院张桥人民法庭通过在辖

区村庄（社区）开展“无讼村（社区）”创建示范，凝聚各方力量，激活了基层治理最

末梢，筑牢了预防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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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在千年渔港的平安“灯塔”

　　进港口、上渔船、巡岸护线……记者跟随潭

门海岸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巡逻走访，听到最多

的是“谢谢”，感受最深的是“温暖”，大家脸上洋

溢着对海岸警察辛勤付出的赞许。

　　正如潭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

书茂所言，潭门海岸派出所始终冲锋在打击

违法犯罪、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线，奋战在服

务渔船民、维护旅游秩序的最前沿，勤勤恳

恳，风雨无阻，辖区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

□ 本报记者 吴晓锋 战海峰 文/图

　　

　　“大姐，我回老家过年，方便帮我喂下猫不？”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

　　年关将至，这是《法治日报》记者在重庆市江

津区圣泉街道圣泉社区阳光城小区看到的一幕。

电话两头的邻居从没见过面，就可以放心地把门

锁密码交给对方。

　　阳光城小区于2017年交付，前两年，噪声扰

民、高空抛物、违建占绿等邻里纠纷和物业纠纷

较为突出。

　　而今，就是这个新城区里的新小区，如几十

年老街坊一样的暖心互动每天都在上演。

　　这般和谐的邻里关系得益于小区立足微网

格自治，以微组织、微互助、微协商“三微”一体建

设为抓手，实行微网格自治，带领居民共建共治

共享幸福品质家园。

　　何为“微网格”，圣泉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黎

竹告诉记者，他们的主要做法就是高楼细分到楼

层，洋房细分到单元。“比如我们面前的高楼，共

30层，就划分为30个微网格，一个微网格8户。小区

361个微网格就像一张大网，让我们联系上了每

个‘小家’里的人。”

　　每一名微网格长都由本楼层民主推选，副微

网格长由每户“家长”按季度轮值，他们相互配

合，共同负责隐患排查、矛盾调解、物业监督等。

　　阳光城小区有100多名在职或退休党员，为

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小区成立了特

设党支部，党员不转组织关系，但必须亮身份、晒

承诺、领任务。用特设党支部书记张平的话说就

是：“我们有求必应。”

　　搭好框架，找到人以后，阳光城小区大量培

育群众兴趣组织，让“生人”变成“熟人”。如今，17

个自发形成的各类兴趣小组已经成为阳光城小

区居民引以为傲的“金字招牌”。

　　潜移默化间，文体“软实力”转化为治理“硬

支撑”。2023年，阳光城小区夺得了圣泉街道足球、

篮球联赛的两个冠军。而篮球队发起人——— 10栋

11楼微网格长杜胜红，早已是邻居们心中的榜

样。一年多来，杜胜红主动接送行走不便的老人

化疗百余次，邻居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11栋楼栋长彭佳璐是一名党员，得知同楼层

的邻居家有俩孩子因家庭变故学习遇到困难，便

主动上门帮助，一帮就是几年。

　　“微互助”带给居民的是互利，带给整个小区

的是和谐。要让它能健康长久地自行运转，还需

要解决动力问题。

　　圣泉街道党工委书记王贞模告诉记者：“我

们的办法是‘一制两榜一演练’增动力。‘一制’就

是用好综合治理积分制，用积分奖励提高大家的

积极性；‘两榜’是常态评选身边榜样、文明家庭，

将他们的事迹展示出来，让大家比着学、照着做。

而‘一演练’就是定期组织安全隐患排查，开展消

防安全应急演练，用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直接相

关的活动推动大家自发参与。”

　　去年，圣泉街道143栋高层已经完成了消防

应急演练全覆盖。

　　睦邻友好的氛围确实能防范化解不少问题，

但总有一些涉及左邻右舍切身利益的事会引发

矛盾。这时候，阳光城小区就用“微协商”就地协

商解纷。

　　小区10栋一楼业主在家里开设小卖部，有人

支持也有人反对。最终，微网格长线上线下征求

全栋260户意见，同意开设小卖部的意见超过法

定双“四分之三”通过，但不得占绿占地，物业也

应加强管理。

　　解决过程虽然曲折，但大家始终在法治轨道

上理性协商，既解决了难题，也化解了矛盾。

　　2023年，阳光城小区物业纠纷减少22.8%，生

活纠纷减少25.6%，装修纠纷减少28.1%，实现零到

市集访、零进京访，治安刑事警情双下降。

　　“‘三微一体’微网格自治，让党员站排头，群

众唱主角，从最小单元做实党建统领的基层民主

协商，实现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小区、难事不

出社区、矛盾不上交，演绎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新实践。”江津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说。

新小区里的老街坊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文/图

　　

　　“老许，注意安全。祝你们一路顺风，满载

而归，有需要请及时报告。”随着晨曦洒向海平

面，停泊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的渔船

纷纷起航。此时，琼海市公安局潭门海岸派出

所所长王润景对“琼临渔20222号”船主许不二

说道。

　　“谢谢王所，我们一定在春节前平安返回，提

前给你拜年了。”

　　“出海前，我们与渔政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

对出海船舶进行检查，合格一艘、放行一艘，对证

件不符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的船舶一律整改合格

后才能放行。”2月3日，在潭门中心渔港，王润景

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潭门，海南岛东部濒临南海的一个小镇，伴

海而生、因海而兴，潭门中心渔港被称为“千年渔

港，南海之门”。

　　记者行走在潭门街头，咸咸的海风扑面而

来，只见1000多艘悬挂着国旗的渔船整齐地停泊

在港内，渔民忙着整理渔货，游客在摊位上购买

海鲜，整个渔港呈现一片喜庆、祥和的氛围。

　　“老冯，回家时记得把船的门窗锁好，我们也

会不定时过来巡逻，你放心回家过年。”

　　“今年又得麻烦你们，辛苦了。”看到潭门海

岸派出所副所长王琼际前来巡逻检查，来自陵水

县新村镇的渔船船主冯亚带笑着说。

　　新春将至，年味渐浓，渔船陆续返港，来自琼

海、陵水、临高等地的渔船选择停泊在潭门中心

渔港。为确保港口、码头和渔船财产安全，潭门海

岸派出所组织“春节护港”“除夕夜守船”“港区送

福”等巡逻守护和送温暖活动。

　　“现在大多数渔民都陆续回家过年了，我们

出去巡逻时看到他们都会提醒一下，预防渔船财

物被盗。”王琼际说。

　　潭门中心渔港是赴远海捕捞作业渔船的后

勤补给基地和深远海货的集散销售基地。进入旅

游旺季后，外地游客大量涌入，矛盾纠纷、风险隐

患增多，治安维稳形势复杂。为此，潭门海岸派出

所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力度，联合司法所、村委会

等各部门，及时调解涉渔船、海鲜餐饮等矛盾纠

纷，确保“船上”“船下”安全稳定。

　　王润景介绍，化解矛盾纠纷过程中，民警把

渔民当成亲人朋友，把游客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带着真心真情去调解，最大程度维护渔民和游客

群众合法权益，做到“小事不出船，大事不出港，

矛盾不上交”。

　　“砗磲、玳瑁……禁止捕捞！”当天下午，潭门

海岸派出所民警王翔来到港口开展普法。他说：

“我们一方面加强法治教育，表彰‘文明守法船’，

规范开海前船舶进出港报备，引导渔民合法捕捞

作业；另一方面重点对港口和渔船治安检查，及

时发现并整改治安隐患。”

　　在潭门镇主干道上，海饰珠宝店、海鲜店鳞

次栉比，老渡口等民宿分布在各个角落。这些“新

貌”得益于潭门镇推动渔业发展转型升级，引导

渔民“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

　　2017年，冯启精、符名林租用一户渔民闲置村

屋，建起海景客栈，并联合当地渔民成立合作社，

开启现代“赶海”故事。在民宿建设、运营过程中，

潭门海岸派出所全力做好矛盾纠纷化解、住宿登

记管理和治安防控等工作。

　　“无论白天黑夜，驻足海滩、街头，总能看到

一辆辆警灯闪烁的巡逻车。闪烁的警灯背后是一

群可爱的面孔。看到他们，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当晚，看到记者来到民宿采访，冯启精激动地说。

　　在当地渔民群众看来，海岸警察宛如耸立

在潭门中心渔港的一座“灯塔”，为渔民在暗夜

里照亮回家的路，点亮小镇“平安灯”，甘当港

口“守夜人”。

　　走在阳光城小区，记者时刻能感受到这个

现代小区所共有的宽敞、整洁，却同样对其特

有的如老街坊一般友好互助的和谐邻里关系

有切身的体会。“新小区”“老街坊”，看似对立

的两者在“三微”一体的微网格治理中相伴相

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一道独具魅力的亮丽

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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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文/图

　　

　　2月1日，腊月廿二。一大早，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张

桥人民法庭庭长曹福歌就拨通了和寨村党委书记裴美莲的

电话。

　　“明天就是小年了，外出务工的村民，能回来的都回

来了。”裴美莲在电话里说。曹福歌听后说：“大伙儿都回

来过年了，平常见不上几次面，这一回来，有些潜在的矛

盾纠纷可能会爆发，咱们得提前预防。我一会儿到村里

走走。”

　　放下电话，曹福歌穿上棉大衣，驱车向和寨村驶去。

路上，他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过去，村里的矛盾

纠纷进入诉讼环节的还真不少，这两年通过开展‘无讼

村（社区）’示范点创建活动，村里的矛盾纠纷全部化解

在诉前。”

　　一走进和寨村，只见街道干净整洁，漂亮的两层民居错

落有致，街道两侧手绘的“和为贵”文化墙图文并茂，格外醒

目。曹福歌笑呵呵地说：“村里在‘无讼村（社区）’示范点创

建活动中，将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孝道’等融入其中，使

‘明礼让、重孝道、尊乡贤、守村规、遵家典’等社会治理基因

在矛盾纠纷化解中得以传承发扬，为诉源治理奠定了坚实

的思想根基。”

　　“‘无讼村（社区）’示范点创建活动便民利民，创出

了基层的和谐稳定。”裴美莲说，在张桥人民法庭指导下，

村里创新“党员联户”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由1名党员和1

名人民调解员分包联系15户村民，全村838户村民划分为

46个小网格，通过开展“四办服务”（烦事包办、急事快办、

难事代办、小事帮办），有效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

米”。联户党员和人民调解员每周至少到分包联系户家中

走访一次，及时了解村民诉求，妥善化解不稳定因素，做

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

不出村庄”。

　　“春节期间，有的村（社区）民间借贷、家事纠纷等案件

会出现反弹，甚至会引发轻伤害案件，我们要提前研判一下

情况。另外，化解这类纠纷既要注意方式方法，更要注重法

理情。”曹福歌就地指导在场的村干部、人民调解员如何有

效化解矛盾纠纷。

　　离开和寨村村委会时，曹福歌对村干部叮嘱道：“我还

要去附近几个村看看。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春节期间也不

会关机，遇到矛盾纠纷，可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们以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为抓手，在6个人

民法庭均建立与乡镇、村（社区）的双向沟通机制，层层联手

化解矛盾纠纷。通过开展‘无讼村（社区）’示范点创建活动，

激活以基层干部、人民调解员、乡贤等为代表的德治、自治

力量，在各村（社区）就地建起解纷网，推进了基层治理，实

现了‘止纠纷于未发’。”采访结束时，鄢陵县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蔡文慧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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