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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襄义警”护家乡 “平安之花”常绽放
邢台襄都公安构建群防群治新格局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梁一苇

　　太行山脚下的古城邢台，一朵朵默默守护这片

热土的“平安之花”正悄然绽放……他们不是职业警

察，却与警察并肩作战；他们身着深蓝制服、胸佩“义

警”徽章，用质朴的双手编织安全防线；他们“义”路

同行，成为百姓心中的一抹亮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邢襄义警”。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襄都分局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探索构建群防群治新

格局，创新提出“‘义’心为公，警心向党”理念，通过

招募培训热心市民、治安志愿者及部分行业代表，组

建“邢襄义警”队伍，把群众力量融入到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中来，有效补充警力资源，警民携手共同

织就一张同心安全网。

专业培训提升素养

　　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筹备，今年7月1日，邢台市

襄都区义警协会正式成立。73名首批上岗的义警

涵盖各行各业，年龄跨度大，既有教师、医生，也有

企业职工、外卖员、大学生等，他们怀揣着对家乡

的热爱，自愿参与到治安防控、纠纷调解、法治宣

传等工作中。

　　“从个体户到义警，从‘被守护者’到‘守护者’，

我深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通过丰富的专业技能培

训，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更好地投入到义警工作中

来。”义警队员李亚说。

　　为使义警队伍尽快完成角色转换，实现队伍

专业化、规范化的建设目标，襄都公安分局专门成

立工作领导小组，从选拔培训到日常管理，每一步

都力求规范、高效。该局为义警配备统一标识装

备，组织开展法律法规、应急处置、矛盾调解、安全

防范等一系列专业培训课程，不断提升义警队伍

规范化建设和综合能力，确保义警在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工作中既能发挥积极作用，又能保障自身

及群众的安全。

　　“大妹子，这可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千万

不要相信！”“太谢谢王大哥了！要不是你，我可能真

被骗了……”王大哥是一位建筑工人，也是“邢襄义

警”的一员。近日，在接受襄都公安分局开展的“反诈

我先行”义警业务专项培训后，他成功帮助邻居识别

并避免了一次冒充公检法的电话诈骗，及时挽回了

邻居的财产损失。他的义警事迹在社区传为佳话，也

激励着更多人加入到义警行列。

警民连心共创和谐

　　午后的阳光洒在柏油路上，王维玲和她的义警

小组开始了巡逻：她们不时停下脚步，和路边玩耍的

孩子们聊聊天，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与老人们唠唠家

常，了解近期社区治安情况……“咱们义警就像是居

民的‘管家’，大事小事都乐意帮忙。”王维玲笑言，眼

中闪烁着对这份“兼职”的热爱。

　　夜深人静，当人们已进入梦乡，义警小队的夜间

巡逻却还未停歇。丁立强是一名夜班义警，即使在路

人稀少的深夜，他依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

累，但一想到能为家乡的平安作点贡献，心里头那个

美呀！”丁立强憨厚的笑容背后，是执着的信念和无

悔的坚持。

　　“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义警，责任与使命感倍

增，希望能够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汇成守护平安的

强大力量。每当听到居民们亲切地称呼我‘义警小

董’，真是由衷地感到自豪！”义警队员董家辉欣慰

地说。

　　义警不仅是守护者，更是警民沟通的桥梁。他

们参与的每一次巡逻、每一场法治宣传、每一次暖

心帮助，都加深了警民间的理解和信任。他们将百

姓的声音及时传递给公安机关，协助解决诸多民

生问题，真正实现了警力资源与社会力量的有效

整合。不少居民表示，看到“义警”标识的志愿者在

身边，感到既安心又温暖，这种警民一家亲的氛围

让生活更加和谐。

科技赋能智慧安防

　　在襄都公安分局的组织下，“邢襄义警”深入社

区，开展“智慧邻里”计划，利用社区微信群搭建起警

民互动的“连心桥”。

　　7月6日晚，居民张阿姨通过“智慧邻里”网络报

警，报告一起高压电箱下焚烧祭祀用品的行为。“邢

襄义警”队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制止，及时消

除了治安隐患，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

种“线上+线下”的互动模式，让安全防范工作更加贴

近民心，实现了“人民安防人民建，安防成果人民享”。

　　“科技是强警利器，是推动公安工作跨越式发展

的重要引擎。襄都公安分局应时而变、顺势而为，坚

持以科技‘智慧成色’，绘就基层治理‘幸福底色’。今

后，我们将在义警管理上持续采取智能化手段，用科

技赋能平安建设，以创新实现智慧安防。”襄都公安

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高玲说。

　　襄都公安分局充分发挥互联网便捷、高效的优

势，计划为“邢襄义警”研发创设集警情通报、任务发

布、在线调度、宣传推广、人员招募等功能为一体的

小程序，更好地发挥与公安机关的协作作用，极大提

高工作效率和协同联动能力。同时，该小程序还将上

线工作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治安巡逻、协助破案、

提供有效情报的义警给予奖励，充分激发义警积极

参与群防群治各项工作的热情。

服务群众口碑载道

　　“谢谢你们！这么快就帮我找回了丢失的手机！

有了咱义警，又多了一道守护平安的‘铜墙铁壁’，我

们心里更踏实了！”

　　7月10日21时许，在邢台市襄都区某商圈广场区

域，市民宋女士遗失一部手机，随即向附近巡逻的义

警求助。义警赵金虎和同行队员立即了解详细情况，

同时联系片区民警，查看附近社会监控视频。在义警

和民警的共同努力下，不到2小时便将宋女士遗失在

绿化带附近的手机找回。翌日，宋女士将一面印有

“邢襄义警 为民解忧”的锦旗送到义警队员手中，再

三向义警表达感谢。

　　点滴小事解民忧，真情服务暖民心。节假日高

峰，义警们活跃在各大景点、商圈周边，协助疏导交

通、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在社区巷尾，他们定期开展

防火防盗宣传、帮助独居老人解决生活难题……这

份人民群众汇聚而成的强大治安力量，正在赢得越

来越多辖区居民的信赖和赞誉。

　　“邢襄义警”的成功实践，是筑牢基层社会治理基

石的一个缩影。下一步，襄都公安分局将坚持和发展

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继续探索更多元化的群防群治

机制，为“太行泉城、美丽邢台”贡献义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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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在河南省长葛市董村镇，刘书汉的名字可谓家

喻户晓。他不仅是董村镇诉源治理工作站专职人民

调解员，还是董村镇庞岗村“村民说事团”成员。对于

村里化解不了的矛盾纠纷，董村镇诉源治理工作站

都会积极化解。近年来，董村镇进入法院审理的案件

逐年下降。

　　在长葛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普敬看来，及

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顺应民

意，调解作为化解矛盾最简单、最和谐的方式，避免

了已出现的纠纷形成诉讼。

构建诉源治理格局

　　2023年初，长葛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诉源治理领

导小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明确了各

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和工作任务，为诉源治理工作提

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办公室设在长葛市人民法院，具

体负责全面主导推进诉源治理及人民调解工作。

　　2023年11月，长葛市在董村镇举行诉源治理工作

站揭牌仪式，并召开诉源治理工作现场会。长葛市委

政法委副书记谢明志表示，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

传诉源治理工作成效以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

势、流程，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增强群众认同感，促进

大量矛盾纠纷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培育、引导、支

持、规范各类调解力量稳健发展，坚持把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将治理环节向前端和末端延伸，

从根源上有效减少矛盾纠纷产生。”长葛市法院党组

副书记、副院长贠永民说。

　　长葛市构建以以“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

法院裁判终局”为核心的诉源治理格局，以司法专业

力量和社会调解资源的内融外合，搭建资源整合、功

能融合、力量协同的市、乡镇（街道）、村（社区）、村组

（网格）四级对接诉源治理平台，探索出“一站式、零

距离、低成本、高效率”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新路径。

在实践中，以长葛市法院诉前调解中心作为对接总

枢纽，负责统筹调度和资源整合，与乡镇（街道）、村

（社区）工作站进行对接。

　　截至目前，长葛市16个乡镇（街道）设立诉源治

理工作站，363个村（社区）设立诉源治理工作室，形

成三级联动“递进式”“漏斗式”纠纷预防化解体系，

成为矛盾纠纷化解的“集散地”和吸附群众的“主阵

地”，实现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落实诉前调解机制

　　“要不是网格员小李，我们两家真得到法院打一

场官司。”家住长葛市某小区的孙某说。

　　今年5月，孙某楼上的邻居田某家漏水，孙某多

次联系田某协商解决，但其均不愿配合。兼任人民调

解员的网格员小李得知后，找到田某先从情理入手，

继而延伸到相关法律法规，帮助其明确自己的权利

和义务，并邀请专业人士对孙某的损失进行评估。经

过耐心劝导，反复沟通，最终确定了一个合理的赔偿

金额。在小李的见证下，双方交付完毕，邻里纠纷得

以化解。

　　小李的调解能力，得益于长葛市法院对网格员、

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在诉前调解机制中，长葛市

法院依托诉源治理工作站，强化网格员、人民调解员

专业知识和技巧的提升，帮助他们掌握沟通技巧，提

高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2023年以来，长葛市法院深入推进调解能手培育

工作，通过案例讲解、专题辅导、庭审观摩、经验交

流、案件评查等形式，加强调解队伍专业化建设，目

前已开展业务培训42余场次，累计培训2000余人次，

培训覆盖率达100%。同时，健全评估与考核激励体

系，以定期调度、重点督导，按月通报、季度考评、年

终评价等举措推动诉源治理目标任务落实落地，对

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调解员给予表彰奖励。

提高群众法治素养

　　“再遇到赡养、彩礼、流浪狗咬人这些情况，大伙

儿就知道咋应对了。”提起长葛市法院增福镇人民法

庭开展的“法治乡村小夜校”普法宣讲活动，张刘寨

社区不少居民意犹未尽。

　　长葛市法院诉前调解中心主任朱志刚说：“在诉

前调解中，办案人员发现，不少纠纷都是原告不懂法

认死理儿提起的诉讼，让更多的群众学到法律知识，

能够在遇到矛盾纠纷时进行自我判断，较好地实现

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而法官的以案说法，最能打动

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法治素养。”

　　在此基础上，长葛市常态化开展“法治乡村

小夜校”活动，组织法官来到群众家门口，与群众

共话法治乡村，讲法普法学法，共同探讨化解农

村纠纷遇到的问题和方法，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

法治乡村建设。

　　“各项诉源治理措施有效减轻了法院审判压力，

更为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筑起了坚固防线，真正实现

了化基层‘末梢’为解纷‘前哨’。”长葛市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王五周手头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长葛市法院新收案件4247件，全市平均每万人起诉率

维持在较低水平，仅为59.81件。

　　“普法宣传能有效推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的自觉性，增强群众明辨是非的能力，尽可能把矛盾

纠纷化解在源头，减少诉讼增量，有利于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王普敬说。

诉源治理千家事 和谐温暖万人心
长葛形成三级联动纠纷预防化解体系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马颍华

　　“30万元一分不能少，不然我们社保局见。”

　　“25万元已是底线，不能再多了。”

　　李大伯看着谈话室里两位面红耳赤的女士互不

相让，气氛一时僵在原地。桌面上的劳动仲裁“裁决

如下”部分清晰可见：执行标的金额为2万余元，与两

人争吵的金额相去甚远，看起来并无关联。

　　最终，李大伯一开始申请的2万元病假工资款，

用人单位答应支付李大伯28万元。而这背后，正是北

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的能动履职新实践，让相关矛

盾得以一揽子解决，免去了当事各方的诸多诉累。

　　事情还要追溯到2006年，彼时正值壮年的李大伯

经人介绍进入某建筑公司担任木工。法治意识不足

的他，未曾与该建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变故在2022年10月骤然发生，当时年近六旬的李

大伯不幸检出肿瘤后休假养病。经过一年治疗后病

情稳定的他重返公司，没承想等待他的不仅是拒绝

给付病假工资的通知，他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也被单

方否认。

　　李大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多年来

工作的诸多证据经其梳理，累积成几十页呈上仲裁

庭，得到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得以确认，建筑公司需要

支付李大伯病假工资”的裁决结果。

　　几天后，李大伯拿着仲裁裁决前往北京市怀柔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执行。负责执前督促工作的

怀柔法院执行干警王泽华和马颍华在例行对被执行

人履行能力评估中发现，李大伯申请执行的某建筑

公司在系统内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极少，且件件都

已履行完毕。

　　一家有履行能力且注重信誉的企业，存在极大执

前督促空间。果然，事后来到法院的某建筑公司代理

人对于2万元的病假工资一口答应。在听到“注重信誉

又为何未主动履行”疑问之后，代理人面露难色，声称

并非故意不偿，而是李大伯已经另行就建筑公司未予

其缴纳社保在劳动部门提起了维权申请，建筑公司想

要等着一并解决，以免前后案件揪扯不清。

　　一案将结，一案将生，衍生案件重走执行流程，

对于双方均徒增诉累。既然如此，不如两案归一，在

执前和解中确定并案数额，为李大伯争取治疗时间，

让某建筑公司安心偿还，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的同时

实现双方当事人的共赢。

　　就这样，闻讯而来的李大伯告知法官，社保部门

测算出的金额约为20万元。经法院调解，某建筑公司

同意支付25万元将“两案”并案解决，李大伯也点了

点头，和解眼见即将达成。

　　“25万元不行，我弟弟在你们公司辛苦工作了这

么多年，你们没有补偿吗？至少30万元。”听到公司态

度和缓，一声尖锐的嗓音从谈话室外传来，李大伯的

姐姐进来拦下了李大伯试图签字的手，猝不及防的

加码要求让近在咫尺的和解曙光消散一空。

　　“25万元已是对李大伯在我们公司辛苦工作的

补偿，30万元断无可能。”听到李大伯姐姐提出的陡

增5万元的条件，某建筑公司代理人的语气中也增添

了一丝愤怒，分毫不愿再让。

　　李大伯垂下头，李大姐与代理人成为新的争议

方，双方互不相让，眼见谈判即将崩盘。王泽华和马

颍华见此，只好开始了新一轮的调和。一番“砍价”之

后，双方最终以28万元达成共识，和解协议终于一签

落定。

　　签后不到两周，某建筑公司如约将款项转至李

大伯账户，随着李大伯发来的收到回款的确认与感

谢短信，又一个未生将生的案件得以在执前化解。

裁决确定2万元 申请人到手28万
北京怀柔法院能动履职减轻当事各方诉累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齐琪 李慧玲

　　8月1日10时，从河南省到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布尔津县务工的王力走出布尔津县客运

站，在路人的指引下来到“流动人口服务驿

家”寻求帮助。

　　就在王力抵达的两个小时前，货车司机

赵阳刚刚走进布尔津县公安检查站旁的“汽

车司机之家”稍事休息。

　　不同的时间场景，相同的暖心服务。近年

来，布尔津县公安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依托现有的各类警务站打造“童话小

镇”的警务服务驿站，为群众提供触手可及的

便民服务。

　　“我刚到布尔津，还没有地方落脚，想租

个房子。”在“流动人口服务驿家”，王力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向值班民警求助。

　　“来这边，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源。”民

警带他走到一面一人高的电子显示屏前，轻

点屏幕后，租房信息、出行向导、住宿指南等

选项映入眼帘。

　　点开租房信息，王力选中一套一室一厅

的房屋，记下了房主的联系电话。紧接着，他

又点开招聘求职信息，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

　　“真方便啊，这就是‘一站式’服务吧！”王

力笑道。

　　“不止你看到的这些，在这里还能办理临

时身份证明、边境通行证、电子居住证等22项

业务，等你找到了住处，别忘了及时办理电子

居住证哦！”民警提醒道，又拿出反诈宣传单，

针对招工、网贷等诈骗，对王力开展反诈宣

传。贴心的服务，让初来乍到的王力安心

不少。

　　另一边，奔忙了一夜的赵阳也在“汽车司

机之家”长长地舒了口气。

　　沏一杯热茶，泡一桶方便面，吃饱喝足后

的赵阳又在沙发上小憩片刻。养足精神后，他

在宣传栏挑选了几份交通安全宣传单，“自己学习，也要带给

同行们看看，出门在外，安全第一。”赵阳扬了扬宣传单，奔向

新的征途。

　　当日21时，河堤夜市烟火正盛，游客熙熙攘攘。距离夜市

100米的“旅游警务服务站”外，彩灯亮起，身着哈萨克族服饰

的民辅警笑容满面，耐心解答游客咨询。

　　来自辽宁的游客韩丽娟被这一幕吸引，带着孩子和民辅

警合影，顺便打听美食价格：“听说夜市上的烤鱼很有名，哪家

最好吃？价格高吗？”

　　“味道都不错，也都是明码标价，放心吃！你可以来看看美

食推荐。”民警边说边带着韩丽娟走进“旅游警务服务站”，在

旅游指引一体机前，点开“美食推荐”选项。

　　“这么多美食可选择，我可要好好挑一挑。”韩丽娟看得津

津有味，她的孩子则上了二楼，在书吧里翻看漫画书。

　　正如韩丽娟母子所见，温馨书吧、休闲沙发、网红文化

墙……“旅游警务服务站”已经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

　　把警务服务打造成“童话小镇”的一张亮眼名片，是布尔

津县公安局近年来努力的方向。2022年起，该局改造各类警务

站，在合适的地点设置有针对性的警务服务驿站，将警务服务

延伸至群众身边。

　　“各警务服务驿站不仅提供各类便民服务，还是群众的解

忧站。我们与县矛调中心、‘小杨说事’工作站、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建立了线上矛盾纠纷调解机制，能够第一时间处理游客、

务工人员群体产生的经济、劳资、消费等纠纷。”布尔津县公安

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马玉新说。

　　今年以来，布尔津县公安局3家警务服务驿站共接待群众

1.1万人次，解答咨询2000人次，化解纠纷4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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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韦奇 杨再茂

　　

　　“以前，大家比的是谁家新买了电器、新建了房屋，如今，

大家比的是谁家的笑脸上‘笑脸墙’了。”8月6日，《法治日报》

记者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凌云县下甲镇平怀村，看到

村中的一面墙上粘贴着一张张笑脸图片，这就是平怀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桂林所说的“笑脸墙”。

　　“自从有了‘笑脸墙’，村里的村风村貌迎来了新的改变，

村民邻里关系更加和睦，村庄也变得更加整洁。”在张桂林看

来，“笑脸墙”对于平怀村的村民而言是一种荣誉和鼓舞，也见

证着平怀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美丽蝶变。

　　近年来，凌云县不断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新篇

章绘就和美新画卷，为推动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新动力。其中，

平怀村从实际出发，创新设立“笑脸墙”，让“笑脸墙”成为群众

的“激励墙”，传递家庭文明和社会文明正能量。

　　“以前大家都是我行我素，互不相干，没有邻里的团结和

睦，没有相互的监督，邻里如同陌生人，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

的事争吵不休。”平怀村村民李开行说道。

　　为了让村民自主参与到抵制社会歪风和弘扬时代新风

中，平怀村设立“笑脸墙”，对村民日常行为进行评价形成积

分，以积分制的评分方式决定上榜“笑脸”，让小小的“笑脸文

明”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文明建设热情，实现平安美好、治理有

效“人人都参与、人人都受益”的共建共治共享目标。

　　“我们村有‘全国劳模’郁再俭、‘全国五好家庭’许桂荣、

‘最美婆媳’梁东英、‘最美女儿’李桂新、‘最美妯娌’周丽芳、

‘最美家庭’盘金文、‘致富能人’李开行、‘五最农民’张桂林等

人，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平怀村村民滕守桂自豪地说。

通过“笑脸墙”在全村的广泛推广，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自我服务的意识大大提高，不断推动了村容村貌和乡村文明

建设的提档升级。同时，定期开展的系列先进评选活动，让全

村形成了比学赶超、争当模范的优良风气。

　　如今，争当新时代平怀“笑脸墙”的村民，成为平怀村发展

和治理的新动力，不断有村民自发组织参与到村级事务管理

队伍和法律明白人、调解员的行列中。截至目前，平怀村已组

建了“红黄蓝”3支乡村振兴队伍19人，登记造册43名法律明白

人、人民调解员，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摆道理、讲法律、诉和

谐的当家人。2022年以来，平怀村仅发生各类矛盾纠纷33件，

成功调处33件，化解率为100%，实现了无重大刑事治安案件、

无因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引发群体性械斗事件、无因处置不

当引起非法越级上访的“三无”目标，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大格局。

凌云平怀村“笑脸墙”让群众笑脸开怀

  图① 7月1日，邢台市襄都区义警协会正

式成立。

  图② “邢襄义警”巡逻前整装集结。

  图③ “邢襄义警”在辖区开展徒步夜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