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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王飞 王群川

　　

　　3月初，天气乍暖还寒，地处深山区的河南省卢氏

县，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山花，有的泛红、有的泛黄、有的

泛绿，在崇山峻岭深处焕发出勃勃生机。下乡回访涉案

未成年人的马玲玲目睹此情此景，感觉浑身充满了

力量。

　　马玲玲是卢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未

检办案团队员额检察官。她的名字后面，还有“河南省

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河南省优秀办案检察官”“河南

省敬业奉献好人”等荣誉称号。在2023年12月20日召开

的全国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暨第十次“双先”表

彰大会上，她被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

　　“马玲玲是卢氏县检察院第二个荣获‘全国模范检察

官’称号的干警。”三门峡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道

伟动情地说，卢氏县自然条件严酷，工作条件艰苦，在脱

贫“摘帽”之前，是深度贫困县，也是革命老区县，干警们

扎根山区、质朴坚韧、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不甘落后、奋

勇争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检察文化品牌。

　　卢氏县检察院干警都是听着红色故事成长的。1934

年，红二十五军曾转战于此，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核

心区域。红色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这里修

订谱曲的。特殊的历史与地理环境，使这里积淀了丰厚

的红色文化基因。

　　13年前，卢氏县检察院检察官闫咏雪荣获“全国模

范检察官”称号。一个深山区基层检察院为何能走出两

位“全国模范检察官”？

　　卢氏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京锋向《法治日

报》记者感慨道：“‘自由山水，清清卢氏’的自然属性、‘英

雄土地，红色莘川’的长征精神和文化自信，使一代又一

代的卢氏检察人从大山的自然禀赋中看到了希望，坚定

了文化自信，领悟了‘英模辈出’的深刻内涵。他们像一朵

朵开在陡峭山崖、幽静峡谷的山花一样，吃苦耐劳，无怨

无悔，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理念落实到履职办

案各环节，切实维护执法司法公正公信。”

　　“院党组换了一届又一届，但都以更实举措一体抓

实党的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

净、担当的检察队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效履职。”

卢氏县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潘高祥说。

　　闫咏雪1989年7月到卢氏县检察院工作后，把“忠

诚、为民、公正、清廉”作为履职底线和行为准则，办好

每一件案子，做好每一件事情。2022年，她被调整到三门

峡市检察院工作，担任第四检察部主任，主要负责检察

侦查、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所办理的5个案件被评为典

型案例，1个法律监督数字模型获评全省检察机关竞赛

二等奖。近日，由三门峡市委市直工委下发的表彰2023

年度“书香机关”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通报中，她

荣获“最美读书人”称号。

　　“从进入卢氏县检察院那天起，我就切身感受到文

化润检的力量。在这个氛围里，院党组坚持严管和厚爱

相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全面落实从优待检各项政策

措施，激励着我们一线检察干警履职尽责。‘全国模范

检察官’的荣誉不是我和马玲玲个人的，而是属于我们

全体干警的。”闫咏雪说，“到三门峡市检察院工作后，

我更体会到了院党组开展‘书香机关’创建活动的意

义，切身感受到‘用书香浸润检察初心’的力量。”

下转第二版

深山基层院走出两位“全国模范检察官”

北山煤矿边境派出所智慧警务便民利企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周游

　　每天近5000辆货运车辆在辖区戈壁公路穿梭、矿

区流入流出人员密集、群众诉求多种多样……新疆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昌吉边境管理支队北山煤矿边境

派出所管辖着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内3460平方

公里地域内的81家涉及煤炭、化工企事业单位，呈现

流动人员多、矛盾纠纷多的特点。

　　为提升警务工作效率，该派出所围绕科技智慧便

民利企，多方协同治理，打造“听实情、办实事、解忧

愁”智慧协同警务服务新模式，着力解决辖区企业及

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警务服务需求。

“线上评议+群众讲”精准解决难题

　　“上个月，我们反映的货车排队进入煤场秩序问

题，节后就感觉不一样了，民警和我们一同维护秩序，

排队时间比以前短了，秩序更好了……”年后复工返

岗的红沙泉煤矿负责人沈延雄说。

　　北山煤矿警务室民警李康康从警务工作包中拿出

评议意见解决反馈表，认真记录企业负责人的反馈。

　　据了解，随着派出所辖区煤炭企业产能不断增

加，进出辖区人员随之增加，2023年10月，派出所围绕

科学便捷解决问题、方便接受多重监督，建立了以企

业、员工“线下推广、线上来讲、码上听取”的“民警行

不行，企业群众来测评”线上线下测评意见收集机制，

促使民警能听到真意见、真心话，为群众解决真问题。

　　机制运行以来，民警了解实情，群众积极反映，已

通过线上线下收集意见建议34条，均实现了100%分类

施策精准解决。

“码上帮+矿区民警”及时快捷服务

　　“这个‘码’帮了我的大忙……”2月21日，在派出

所帮助下，补充完机油的货车司机张师傅，指着手机

里拍下的“码上帮”二维码说。

　　“这几天太冷，感冒了，头疼、发烧，你们那边有药

吗？”“车里的食物吃完了。”“警官你好，我们这边需要

热水……”刚送走张师傅，西黑山警务室民警李佳尚

的“码上帮”后台的求助消息就源源不断地弹出，他们

又赶往了下一个救助区域。

　　2月19日以来，派出所辖区遭遇寒潮天气，气温最

低降至-35℃，由于进出矿区道路结冰，导致排队拉煤

货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留，“码上帮”二维码成了矿

区煤炭运输司机的快捷救助通道。

　　打开“码上帮”记录，里面罗列着司机在戈壁上迷

路、轮胎缺气爆胎、手被划伤、中暑难受、货物掉落等

200余条去年的各类矿区群众求助信息，这些日常看

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被派出所逐一反馈解决，后

台还有近百条感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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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陕西省富平

县人民检察院干警带领

富平县莲湖初中师生在

县毒品预防教育基地开

展禁毒知识宣传活动，

检察干警通过仿真毒品

标本展示、互动体验、开

设禁毒小课堂等形式，

向师生讲解毒品的种类

和危害，进一步提高了

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

能力。图为检察干警向

学生讲解禁毒知识。

本报通讯员  

刘苍锋 摄  

拿去，事关出行的
安全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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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少军：反诈新兵
有自己“三步棋”

□ 本报记者 邓君 文/图

　　

　　去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被授予广东省平安建设最高荣誉“一星平安鼎”，系全省两个获

评地级市之一。同时，广州市天河区被授予“二星平安鼎”。

　　荣誉背后，是全市政法机关持续加强平安建设的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数据显示，广州全

市案件警情、刑事立案数实现连续5年同比下降，群众安全感10年一直保持高位，连续6年获

评平安广东建设考评优秀，并三次折桂。

　　对于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犯罪，广州政法机关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过去一年，广州打掉涉黑组织两个、恶势力组织30个，常态化扫黑除恶成效连续5年全省

第一；全年接报110案件类警情同比下降14.8%，“双抢”案件同比下降12.4%，刑事立案数同比

下降8.8%、破案数同比上升16.8%；健全完善打击治理新型犯罪机制，全年反诈打击人数、破案

数同比分别上升23.6%、11.5%。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去年11月，广州首个见义勇为主题公园在荔湾湖公园落

成，该公园记录着一个个凡人善举的动人故事。2023年，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共向261名见

义勇为人员发放慰问金54.55万元，同比增加64人。

　　近年来，从日常调解到突发救助，“广州街坊”、最小应急单元等群防共治力量都不曾缺

席。截至目前，广州累计聚合各类群防力量33.4万人，参与协助处置各类突发事件1600余起。

　　“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紧盯什么。”广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广

州持续加强城中村治理、重点人群服务管理、重点场所安全防控和重点地区治安问题整治，

取得明显成效。

　　“非常感谢综治中心的调解员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拿回了工资。”去年11月，在

广州市黄埔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各职能部门与街道的多次协同联动下，一起涉及380万

元工资款的纠纷在72小时内得到圆满化解。

　　广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基层治理“一站式”实体化平台。如今，全市176

个镇街综治中心已全部完成提档升级，“群众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一个中心管平安”正

在成为现实。

　　小到路灯亮不亮、路面平不平，大到老旧小区微改造、企业复工复产……每个月的10日，

花都区及各镇街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会来到社区街道，与老百姓面对面交流，推

动解决各项基层民生问题。得益于这项“10号工作室”联系群众机制的有效运行，当地办理各

类问题建议3000余件，群众满意率达100%。

　　基层治，天下安。广州不断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布局，全市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矛

盾纠纷排查14.9万次，调解成功率达97.4%。同时，全市精细划分综合网格20849个，网格员专职率超过60%，基层基

础愈发坚实。

  近年来，广州政法机关靶向发力、服务大局，法治广州建设成效彰显。

  围绕营商环境、城市更新、南沙开发开放等重点工作，广州政法机关共推动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14部、政

府规章11部；广州两级法院新收案件58.8万件，法官人均结案496件；广州检察机关办理案件7.4万件，办案综合质

效连续两年全省第一；司法行政部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超4.6万件，挽回损失约3.6亿元。

　　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广州出台了一系列“实招”“硬招”，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擦亮涉外法

治建设品牌，护航创新驱动发展，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例如，市法院创设全国首个困境企业“智援”平台，帮助267家企业免于破产；市检察院出台《广州市企业安

全生产合规指引》，帮助30家涉案企业重生；市法学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成功举办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法治

论坛，召开全市涉外法治建设工作会议；广州仲裁委提升知识产权仲裁国际化、智能化、数字化水平经验做法入

选国务院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广州持续打造广州湾区中央法务区“一中心三片区”错位发展特色布局，

全市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增至3116个……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近年来，广州政法机关不断增强政法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时效性，坚持培根铸魂，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要求，推动过硬政法队伍建设。扎实开展主题教育，一体推进理论学习、调查研究、

推动发展、检视整改。

  “我们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联合有关部门出台加强政法系统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举办全市政

法领导干部锻造政法铁军专题研讨班，持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广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中、在一项项法规制度的有力规范下，广州政法机关队伍建设成效显著。过

去一年，广州市委政法委11个集体和个人、市公安局189个集体和个人、市法院77个集体和个人、市检察院59个集

体和个人、市司法行政系统15个集体和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表彰奖励。

广
州
全
力
推
动
政
法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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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广州公安民警和最小应急单元队员联合在街头开展巡逻。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吕佳慧

　　

　　岁月奔涌，枫溪流淌。新时代下，在浙江杭州，“枫

桥经验”这面光荣旗帜不断被传承，与时俱进、历久

弥新。

　　杭州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打开了基层治理工

作的新天地：钱塘区率先搭建“小脑+手脚”警网协同平

台，联动社会力量将问题化解在基层；余杭区组建全国

首个网络交易纠纷调处中心，整合人民群众资源海量

化解全国网络消费纠纷；临安区打造“源头有约”品牌

工作室，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阶段……一次次

实践中，杭州各地构建起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社会治

理模式，为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杭州样板奠定了坚

实基础。

　　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小秋表示，杭州要

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价值和

实践要求，全力打造高水平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全

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依靠群众解决问题

　　钱塘区河庄街道是钱塘区开发建设的“桥头堡”，

企业、农村、工地……各种复杂元素在这里聚集，平日

里产生各类非警务类事件在所难免。

　　河庄街道派出所打造“警网协同工作站”，灵活运

用“小脑+手脚”，通过指挥中心受理警情，再调动综管

队伍、矛调队伍、网格员等群防群治力量进行参与，保

证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023年10月的一天，工作站接到一起报警电话，对

方愤怒地说：“我是一名私房菜馆员工，最近因工作原

因辞职，但老板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说我损坏店内物

品，扣我工资，我不服。”

　　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激化，工作站的“小脑”指挥中

心立刻指派“手脚”网格员到达现场对双方当事人进行

情绪安抚和劝导调解。在“小脑+手脚”的协同发力下，

双方间的矛盾得到缓和。

　　通过加强“警网协同”，钱塘区让“小脑+手脚”的触

角进一步延伸到基层治理工作中，充分利用群众力量

有效解决突发事件、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截至2023年底，钱塘区各街道共受理公安分流的

非警务事件5.2万条，占同期总有效警情的54.3%，处结

率达99%，不但高效化解了基层矛盾纠纷，还为基层民

警减轻了工作负担，有效推动钱塘区治安环境和社会

稳定形势持续好转，大幅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与满

意度。

网络纠纷线上调处

　　在余杭，电商平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来自全国

各地的网络消费纠纷也汇聚到余杭。据统计，2023年，余

杭 区 共 受 理 来 自 全 国 的 各 类 投 诉 举 报 咨 询 事 件

603519件。

　　如此海量的网络消费纠纷，该如何解决？

　　余杭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了一支

融行政调解、协会调解、人民调解、平台调解等各方社会

力量为一体的调解队伍，设立全国首个网络交易纠纷调

处中心，并开发全国首个在线调解平台，利用数字技术深

化多元调解机制，推动网络消费纠纷高效化解。

　　走进余杭区网络交易纠纷调处中心，键盘敲击声

与电话铃声交织在一起，调解员们凭借过硬的业务能

力和出色的调解技巧，正有条不紊地在线上处理着大

大小小的网络交易纠纷案件。

　　“目前，我们共有专职调解员95名，日人均办理案

件15到20件。”调处中心相关负责人称，平日里，还会对

调解员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技能比武，不断提升调解员

的纠纷调解能力水平。

　　2023年11月，在调处中心一间办公室里，一起网络

消费纠纷调解正在线上进行，通过在线调解平台，调解

员与消费者、商家开展三方视频调解，双方当事人均现

身电视大屏中，认真聆听调解员的分析研判。

　　经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这起纠纷也得

到了完美化解。“我们都处在同一平面上，大家可以相

互举证，调解的速度更快了，效果也更好了。”事后，消

费者周女士称赞道。

　　余杭区持续深化“枫桥经验”，坚持“网上的事情

网上化解”，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不仅打造了在线

调解平台，化解了近130万件网络交易纠纷案件；还

开发了电商企业风险智能监测模型，帮助2.5万家电

商企业开展日常监测，推动高风险提前处置、纠纷源

头化解。

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山清水秀太湖源。在临安区特色景区太湖源镇，坐

落着一家名为“源头有约”的工作室。

　　近年来，结合辖区实际，太湖源镇打造“源头有约”

品牌工作室，有效整合律师、“老娘舅”、网格员等各方

社会力量，不断扩充矛盾调处工作队伍，并在全镇范围

内设立工作站、民情观察站、联络站等一系列站点，确

保基层“民情时时有人看，矛盾件件有人管，民意条条

有人传”。

　　“有农户因道路通行不便产生矛盾，也有邻里间因

房屋建造发生纠纷。通过调解，大部分矛盾都化解了。”

“源头有约”工作室调解员王茂松在一本工作日记里如

此写道。

　　王茂松是临安区太湖源镇的一名网格员，自工作

室成立以来，他也成为其中的调解力量之一，随之养成

了记工作日记的习惯，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掌握群众

诉求，一件一件地为群众办好事。

　　2021年4月，太湖源镇发生了一起因电杆老化断裂

致电工死亡的事件。电工章某去世后，其家人与章某的

老板谢某因赔偿金额异议多次发生冲突。

　　“源头有约”工作室通过民情观察站了解到该情

况，并派出调解员对双方进行多轮单独劝说和共同商

议，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并签

订书面调解协议，该案得到了圆满解决。

　　2023年以来，太湖源镇“源头有约”工作室调处各类

矛盾纠纷453起，成功化解451起。太湖源镇致力于发挥

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努力实现矛盾纠纷源

头化解，为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

杭州打造高水平矛盾预防化解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