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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刘怡廷

　　

　　达成检察和解协议第二天，出租方向租

赁方退回30余万元预付租金，租赁方向湖北

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撤回监督申请。

　　检察官多次耐心释法说理后，这起租赁

合同纠纷最终得以实质性化解。

　　这是今年7月武汉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

涉企民事申诉案，也是该市开展“检察护企”

专项行动以来化解的26起涉市场主体控告

申诉案件之一。

　　今年以来，湖北省检察机关落实最高人

民检察院部署，扎实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

动，持续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市场主体案

件，护好一企、促治一片、惠及一方。

护住企业合法权益

　　两年半，供货差额486万余元。甲方企业

内部审计发现这一情况后，以供货方企业涉

嫌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

　　供货方则认为，甲方无理由拒不支付货

款，本身系违约行为，遂提起民事诉讼追索

货款。

　　双方的严重分歧，影响了两家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

　　今年3月，公安机关侦查后发现不符合

立案条件，依法撤案。5月，甲方因不服公安

机关撤案决定，向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检察院

申请立案监督。

　　收到线索后，茅箭区检察院检察长查孟

达包案办理，组织全面启动调查核实程序，

引入公益律师参与矛盾化解。

　　经前期多次阅卷、研讨、沟通，7月26日，

茅箭区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促成双方达

成和解：甲方向供货方支付货款，供货方向

法院申请撤销民事起诉。

　　“感谢检察院帮我们化解了纠纷，让我

们有精力更好经营发展。”8月2日，涉案企业

给茅箭区检察院送来锦旗。

　　“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十堰检

察机关聚焦让企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

得好”目标，最大限度释放司法善意，持续探

索服务企业新路径。

　　“我们不断创新检察服务理念，建成‘涉

企案件基地（法治化营商环境检察基地）＋中

心（法治化营商环境宣教中心、类案研究中

心、数字检察中心、培训指导中心）’办理模

式，推动涉企案件由‘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

再到社会治理’模式的跨越。”十堰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刘少军说。

　　“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是湖北省人

民检察院结合工作实际开展“检察护企，促

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工作部署的12

个小专项行动之一。

　　湖北各级检察机关通过院领导包案、引

入人民监督员和律师等第三方力量参与调

解等方式，强化释法说理，促进涉企矛盾实

质性化解557件。

　　湖北检察机关还重点整治趋利性执法，

将“挂案”等问题作为监督重点；联合省政府

建立“府检联动”工作机制，强化对“小过重

罚”“过罚不当”等问题的监督。

护好企业发展信心

　　业务员杨某挪用公司资金用于个人挥

霍，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法院判决将挪用资

金退赔给公司迟迟未执行到位。

　　今年4月，到该公司走访时，潜江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官得知此情况，随即启动侵害企

业犯罪财产刑执行监督程序，经多渠道了解，

终于发现杨某个人名下一笔数万元资金。潜江

市检察院立即将此情况告知市人民法院。

　　目前，该公司已收到执行款。“本来以为

一分钱都拿不到，在生产经营困难时，收到

这笔退赔款，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该公司

负责人说。

　　为帮助该公司堵塞制度和管理漏洞，潜

江市检察院详细了解企业相关情况后，制发

专门检察建议，帮助企业完善风险防控体

系，落实财务内控制度，促进企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

　　这是湖北省检察机关开展“涉市场主体

财产性判项执行专项法律监督”小专项行动

取得的成果之一。

　　今年以来，湖北检察机关紧盯侵害企业

利益犯罪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情

况开展监督，已提出书面纠正意见201份，为

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82万元。

　　在省人民检察院引导督办下，湖北各地

检察机关高站位部署、高标准推进以办案推

动治理。

　　黄冈市检察机关制定“检察护企”专项

行动责任清单，实行“一项目一清单一责

任”，建立“一把手”靠前指挥、领导小组牵

头、全市上下联动的闭环式落实机制。

　　针对办理涉空壳公司案件中发现的问

题，荆门市检察机关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制

发检察建议，推动全市范围内开展空壳公司

专项治理工作。

　　襄阳市检察机关结合“检察护企”专项

行动，向当地党委、政法委申报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实事项目18项，以项目化推进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

护出市场澎湃动力

　　两名被告人购买销售假冒吉利公司的

汽车零部件，被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当场查获。

　　依法办理刑事案件同时，武汉市江岸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就民事赔偿部分及时与

权利人、侵权人沟通，将调解工作前置，最终

推动双方达成民事调解协议，侵权人赔偿权

利人损失80万元并向权利人道歉。

　　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是企业发展壮大

的基础。今年3月，江岸区检察院立足“知岸

检行”特色品牌，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履职，办

理了这起武汉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案件。

　　“通过一体、综合、能动履职，既让侵权

人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也让被侵权人得到

切实的经济赔偿。”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杨

屹东说。

　　“护”出市场澎湃动力，不仅是个案办理

带来的“细胞悦动”，更是不断完善长效机制

带来的“整体脉动”。

　　在“涉市场主体公益诉讼监督”小专项

中，湖北省检察机关立办食品药品安全、反

垄断等领域涉市场主体公益诉讼案件1478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590件，提起诉讼14件，

助力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在“依法能动履职 护航安全生产”小专

项中，湖北省检察机关制发安全生产社会治

理检察建议24件，与应急管理等部门建立安

全生产案件衔接机制13个，助力实现安全生

产长效长治。

　　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检察护企”成效，迭

代升级监督手段，已成为湖北检察机关不断

提升护企精准度的“秘籍”之一。

　　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检察院以该区法

院、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工会关于劳动者欠

薪案件数据为蓝本，分析伍家岗区欠薪问

题，在“小包公”监督平台上进行数据碰撞，

对发现的20余件查封的财产未及时处置、未

追加出资不足的股东为被执行人等违法终

结本次执行程序情形开展监督。

　　“‘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中，办案是载体，

质效是关键，机制是支撑，企业满意是核心。

我们将以行动表态、以机制破题，努力让市

场主体在检察办案中感到安全有保障、发展

可预期、权益能维护。”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有

关负责人说。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黄金威

　　

　　从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到诉前多元解纷，再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的分层递进……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人民法院以创建“枫

桥式人民法庭”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法为线，连接民生诉求，积极培

育大石山区乡村法庭服务基层治理新样板，扎实构建诉源减量新

格局。

推动矛盾纠纷“化于未发”

　　在125个行政村全面推行“1+1+1+N”管理模式（即法庭+派出所

+法援律师+N个调解成员）是天等县整合资源力量布好基层调解“朋

友圈”的一项重要实践探索。

　　2023年3月10日上午，天等县进结镇司法所通过“诉非联动”调解

平台反馈，该镇茴利村村民廖某与梁某因一块自留地使用权发生纠

纷，双方情绪激烈。

　　收到信息后，天等县法院进结人民法庭立即启动“诉非联动”机

制，与进结镇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等联动单位对接，共同商讨调解

方案，并于当日下午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释法律，最终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将权属尚有争议的土地移交给

政府进行确权。在一天之内，该起矛盾纠纷经过“1+N”联动解纷快速

得到化解。

　　近年来，天等县法院在全县13个乡镇设立“法官工作站”，引入3

家人民调解委员会、9家行业调解委员会等调解组织，并邀请熟悉乡

村、社区工作和有威望、懂法律的116名群众担任特邀调解员，对村屯

报告的纠纷苗头，法官采取案例普法、法条释意、法律后果预判等方

式指导调解工作。自解纷平台建立以来，天等县共受理诉前调解纠纷

案件1825件，诉前调解成功1314件，新收一审涉企纠纷757件，案件数

量同比下降15.13%。

推动苗头案件“止于未诉”

　　天等县法院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进诉讼与非诉方式的有机衔

接，由辖区党委牵头成立“诉非联动”领导小组，在人民法庭设立“诉

非联动中心”，以法庭为固定成员，吸纳镇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市

场监管、劳动仲裁等综治平安责任单位进行对接共建，推动法院与

“非诉”机构资源聚合，联动开展诉前调解、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今年2月29日，天等县进结镇派出所通过“诉非联动中心”平台反

馈，称结留村村民农某在砍伐林木过程中，误砍了李某100余棵马尾

松，双方就赔偿事宜意见分歧太大，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收到平台反

馈的信息后，进结人民法庭法官立即与进结镇派出所、司法所、结留

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联动单位联系对接，共同商讨调解方案。3月1日

上午，法官与该院执行局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积极督促当

事人主动履行。通过多方耐心劝说与引导，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农某当场将赔偿款

交与李某。

　　“本以为要打官司才能解决的事，没想到这么快解决了。”收到农某现场赔付的现金后，李

某对这场高效的调解称赞不已。

　　这是天等县法院运用“诉非联动中心”联动解纷的一个生动实践。近3年，进结人民法庭每

年受理案件数同比分别下降13.82%、10.16%和13.12%，通过诉非联动中心成功调解案件154件。

推动基层治理“息诉止纷”

　　“10年了，这个案子终于得到解决，也算是给我过世的老伴有个交代了。”3月29日，天等县

都康乡村民赵某拿到了迟到10年的部分执行款。

　　2013年12月的一天，黄某因水田用水问题与同村的农某产生纠纷进而重伤农某，次日农某

因抢救无效死亡。后黄某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因黄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

神障碍患者，法院判决黄某及其监护人（配偶）李某赔偿农某的家属赵某等4人各项经济损失共

计14.1万余元。2016年9月，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黄某一直关押在监狱中，其名下无财产可供执

行。该案于2016年11月被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此后，赵某多处信访投诉，还到黄某家中

向黄某的父亲讨说法，双方矛盾愈演愈烈。

　　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天等县法院执行局决定恢复执行，并启动“执行+网格员”三级联

调解纷机制，组成由县法院、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包村工作队、村两委干部、网格员组成的

矛盾纠纷调解小组，先后组织进行4次调解。最终，在执行人员、调解人员和网格员的共同努力

下，3月29日下午，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做出适当让步，赔偿款由黄某与李某平均

分担，黄某应负担的部分由其父亲帮忙赔偿申请人赵某等4人7.2万元，当场支付5万元，余款半

年内付清，李某应负担的部分由法院继续追缴，赵某等人当场写下保证书，不再打扰黄某家属

的正常生活。至此，一起长达10年的生命权纠纷案件终于得以妥善解决。

　　“这是我们运用‘执行+网格员’三级联调促进履行的一次成功探索，也给了我们在今后更

好利用‘网格+’力量切实解决基本执行难一个重要启发。”天等县法院执行局局长周贵武说。

　　“网格+”三级联调解纷机制是天等县法院向下延伸解纷触手的一个重要探索。天等县法

院充分发挥“一村一法官”联络点作用，搭建起“网格排查、乡贤介入、乡镇统筹、法庭会诊”的联

动解纷模式，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本报讯 记者梁平妮 通讯员朱孔明

今年以来，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

着力将信息工作融入检察工作大局，努力以

高质效信息工作服务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和

现代化建设。一是强化理念变革，夯实检察信

息工作的创新力。围绕“检察护企”“检护民

生”等专项活动，结合地方特色、地域特点，挖

掘具有创新特色的检察信息。二是注重培训

实战，提升检察信息工作的战斗力。以“全员

练笔”为支点，将检察信息工作纳入年度培训

计划，结合专题研讨会、信息经验交流会、跟

班学习等形式，不定期邀请党校教师、报社编

辑等，从采编、组稿、文字等方面对全院干警

进行培训，全面提升干警的写作能力和稿件

质量。三是突出奖惩考核，激活检察信息工作

的原动力。建立检察信息工作奖惩机制，将信

息编写数量、撰写质量、采用增量作为先进科

室和个人评优树先的重要依据和主要指标，

实行信息采编实名制，激励先进、督促后进。

同时，将检察信息采用质量和数量与检察人

员绩效评价挂钩，切实发挥考核的“指挥棒”

“风向标”作用。

府检联动治理“小过重罚”“过罚不当”
湖北检察以高质效监督办案激发市场活力

广
西
天
等
法
院
整
合
资
源
构
建
联
调
解
纷
机
制

乡
村
法
庭
绘
就
基
层
治
理
新
﹃
枫
﹄景

临沂河东检察推动信息工作提质增效

上接第一版 没顾上多了解孩子”更触动了

秦硕，她意识到，这些家长疏于对孩子履行

监护职责，对孩子在学校状况几乎一无

所知。

　　案件宣判时，打人者均被判处了实刑。

庭上，秦硕不仅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了严肃

的法庭教育，还根据社会调查中发现的家庭

抚养和教育问题，对被告人的法定监护人进

行了训诫，指出其家庭教育的问题并提出改

进方案。同时，对被害未成年人和家长，秦硕

也专门邀请专家开展了心理疏导，最大程度

抚平受害者的心理创伤。

　　“办理涉未案件，结案并不是终点。孩

子的事，我们有责任管到底。”秦硕是这么

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案件宣判后，她进一

步梳理了涉案学校在欺凌事件预防及处

置中管理缺位的情况，制发了司法建议，

引导学校完善学生欺凌预防制度。最终，

在法院、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下，被害学

生 逐 渐 走 出 心 理 阴 影 ，学 习 生 活 重 回

正轨。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6年，海淀法院少年

法庭就开始关注校园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处

理，并探索建立家庭、学校、法院三位一体的

立体化措施防控校园暴力。2023年，秦硕又带

领该庭进一步升级创建了预防校园暴力与

学生欺凌的“X”计划，综合运用社会调查与

观护、家庭教育指导、心理测评与疏导、跟踪

帮教等特色司法延伸工作，督促家长、学校

等主体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全力保护被欺

凌者的权益。

　　秦硕说：“审理了这么多发生在校园里

的暴力案件，我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我们成

年人的努力，搭建起保护未成年人的铜墙

铁壁。”

防患未然

拦截孩子身边的危险

　　“我从小就爱管事儿，经常冲出去给小

伙伴们撑腰。”当被问及哪里来的那么强的

正义感和保护欲，秦硕谈起了自己小时候，

她觉得自己的底气来自于父母无私的爱与

呵护。因此，她很想用自己的努力，也让孩子

们多一些勇敢的底气。

　　2022年，秦硕审理了全国首例对性侵害

未成年人的教职人员宣告终身禁业案。被告

人王某利用担任学校外聘指导教师的机会，

多次在“一对一”单独授课期间猥亵女童。案

件办理过程中，秦硕坚持对被告人依法从重

处罚，并根据法律规定相对扩大了对教师范

围的认定，最终认定被告人王某犯猥亵儿童

罪，同时宣告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的工作。

　　“我们不仅要办好案子，更有义务曝光

掩盖在合法身份下的‘隐形犯罪’，通过合

理的警示预防，从源头上减少伤害的发

生。”在秦硕温柔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强

大的心，在她解决问题的思维逻辑里，“怎

么 做 对 孩 子 最 好 ”的 考 量 始 终 摆在第

一位。

　　9岁的女孩在舞蹈培训机构上课，在课

间练习下腰时不慎摔倒。闻讯赶来的老师

以为无碍，自行为其揉腰缓解，却让女孩错

过了最佳救治时期，最终被诊断为一级伤

残，终身瘫痪。庭审中，孩子父母的眼泪让

秦硕动容：“眼看着这个家就从幸福的普通

家庭跌入了痛苦的深渊……”经过与培训

机构多次沟通，秦硕为女孩争取到了一个

理想的赔偿数额，但这并没能让秦硕过了

自己心里那关。她随即对此类问题展开调

研，发现“下腰瘫”并不是个案，很多家长

盲目给孩子报培训班，却忽视了其中的

风险。

　　为此，秦硕制定了审前预防工作方案，

通过法官送出去、孩子请进来，把类似的典

型案例转化成普适化的法治课程，针对学

生、家长、一线教师、学校管理层等不同群

体，进行有侧重的法治教育，把预防性工作

落实到家庭、学校、社会各层面，把问题解决

在发生之前。

不断向前

努力帮孩子们照亮未来

　　作为著名的全国基础教育高地，海淀区

的生源规模长期以来位居北京首位。这些

年，秦硕担任了多所学校的法治副校长，坚

持带领同事送法进校园。

　　曾有一次，秦硕分别在两个学校讲了同

一堂预防交通事故的法治课，但孩子们的反

应大不相同：在重视法治教育的学校，孩子

们听后都陷入深深的沉默，而在不太重视

法治教育的学校，很多孩子表现漠然，甚

至哈哈大笑。从那之后，秦硕更加重视“送

法进校园”工作，她和同事们的备课也更

加用心。“现在我们的法治课真正做到了

分级、分层，不仅小学和初中的内容不一样，

小学各年级的内容也不一样。”秦硕信心满

满地说。

　　近几年，海淀法院少年法官的足迹遍布

海淀区、朝阳区50余所大中小学及海淀区、

石景山区全部幼儿园，开放日的名额经常供

不应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教师冯玉梅

告诉记者：“法官们的讲座内容丰富多彩，而

且设计了提问、讨论和角色扮演的方式，法

律原来也可以如此生动有趣。”

　　“有人说这不是法官该做的工作，但相

比审结一个案子，我们更想帮一个孩子照亮

未来。”秦硕感慨，少年法官需要“公平正义”

与“舐犊之情”同在。

　　怀揣这份信念，秦硕带领庭内同事率先

探索了少年审判“首审责任制”，将首审案件

中涉及的未成年人登记造册，日后如有涉及

同一未成年人权益的其他案件，均由首审法

官负责审理。2019年，这项制度获评首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

　　做法官这么多年，秦硕时常感到自己为

孩子们做的还太有限，在审判之外，她不断

地拓展着自己工作的外延。2020年，她作为基

层法院代表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修改工作；2021年，她作为全国

法院唯一代表连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解读系列全媒体直播访谈，讲述司法实

践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

　　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德育副校长刘

轶宁这样评价秦硕：“她是最专业的法治副

校长、最会讲故事的好法官、最有耐心的家

庭教育指导者。”

　　秦硕，带着一腔热情和满心爱意走上了

未成年人审判这条路，从此，“用爱守护孩子

们”的初心便从未动摇。

　　（ 本报记者 陈建国 黄洁 张雪泓

焦艳）

上接第一版 听居民倾诉。经过他的不懈

努力，商家们签订了《古龙商城自治共管

公约》，小区的秩序逐渐恢复，昔日的纷争

变成和谐的邻里关系。他用行动诠释了

“ 近 邻 警 务”，成 为 居 民 心 中 的“ 邻 家”

警察。

　　正是依靠一副“铁脚板”，走千户、访千

家，开元派出所不仅找到了打击犯罪、服务

群众最靠谱最朴实的方法，还捧回了公安部

198 0年授予的“公安战线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擎起光荣的旗帜，如今的“近邻警察”不

仅练就了“铁脚板”，走得更勤、走得更快，还

把“第二张办公桌”搬到群众家门口，推动警

务网格与社区网格深度融合，社区民警与网

格员捆绑作业、借力打力，让基层基础工作

越走越深、越走越实。

　　千户访，就能常见面；近相亲，才能早

发现。

　　近年来，厦门市公安局持续巩固拓展派

出所“两队一室”改革先行优势，在全省率先

实现“两队一室”机构与编制全覆盖，社区警

务队80%以上工作时间沉在社区，就地接受

群众报警求助，通过开展柔性的情感式入

户、常态的串门式入户、精准的分类式入户，

将工作触角延伸到群众家门口，将矛盾化解

在萌芽期。

百事帮 党群邻相助

　　市井长巷、骑楼老街，老阿伯围坐在古

榕树下泡茶“话仙”，四方游客纷至沓来临海

听风、拍照“打卡”……走进深田社区，一幅

幅安静祥和的平安画卷映入眼帘。

　　然而，即便是这样见惯了人声鼎沸、岁

月变迁的“老城区”，也有它“成长的烦恼”。

比如“停车难”，几乎是每个老社区无解的

难题。

　　厦门市人大代表、深田社区党委书记庄

莹莹介绍，多年来，开元派出所的“近邻警

察”不仅疏堵保畅的力度不减，还带领社区

网格员、志愿者走进了相关“近邻”单位，广

泛发动、盘活停车资源，比如政府部门开放

夜间停车位、小区盘活日间闲置停车位、待

建工地开辟临时公共停车场等，用一点一滴

的努力，破解沉积已久的难题。

　　以“近邻警务”为代表，厦门市公安局传

承发扬“四下基层”“远亲不如近邻”等宝贵

精神财富，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百

万警进千万家”实践活动，促进社区党务、政

务、警务深度融合。

　　厦门全市派出所主官100%进入镇（街）

领导班子，社区民警担任村（居）党支部副书

记或主任助理全覆盖，主动融入市域社会治

理大局，高质量完成纳入全市为民办实事项

目的640个智慧安防小区建设，不断壮大邻

里互助的朋友圈、能量场。

　　“过去，社区民警扮演的更多是应急处

置‘灭火队员’的角色，凭经验、被动式参与

社区工作。”谈起变化，开元派出所所长吴腾

贵念起了“近邻警务经”，落实社区副书记职

责后，社区警务室与社区居委会同址办公，

共同为民解难题、办实事，共同打造党群“邻

相助”的和美家园。

万事和 警民情相亲

　　三餐四季、烟火人间。开元派出所就藏

身在“老厦门”的一排居民楼间，甚至派出所

的院墙都与隔壁邻居“共用”，老街坊们路

过，顺便进门歇个脚、借支笔、寄放行李，都

是常有的事。

　　2023年10月7日，所里就来了一名特殊的

“邻居”。值班民警张洺铨抬眼一看，正是“快

递小哥”小刘。

　　那天，小刘接到一个“大单”——— 寄件人

要求寄出4000张包装精美的“大闸蟹礼品

卡”，并提供了一份4000人的姓名、电话、住址

等信息。“面值500元”，意味着价值200万元，

再加上寄件人颇为“神秘”。小刘当即想起社

区民警的反诈宣传，决定去“邻家派出所”

问问。

　　接过“蟹卡”，张洺铨很快发现了其中的

玄机——— 卡的背面印制了用于兑换大闸蟹

的二维码。受害人只要扫码，就会直接进入

“客服聊天”对话框，“受害人开始会收到小

额奖励，随后就会被要求‘加大投入’，直至

落入诈骗陷阱。”张洺铨解释道。

　　“快递小哥”小刘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决

定，不仅阻止了无辜群众落入诈骗陷阱，还

帮助张洺铨等“近邻警察”循线追踪，捣毁了

一个借“蟹卡”为噱头的刷单诈骗团伙。

　　其实，一切“不经意”的背后，都有迹可

循：因为近相亲，所以走得勤；因为邻相助，

所以人心齐。把“邻居”的身份变成一种信

任、一种认同，社区居民形成了“有困难就找

我的警察邻居”的信赖感，才真正让“远亲不

如近邻”落得实。

　　据了解，厦门市公安局牵头在每个社区

组建由1名社区民警为牵引、3名辅警和若干

名群防群治力量组成的“1+3+N”社区警务团

队，依托厦门百姓App等“互联网+群防群治”

平台高效调动群防力量，发动志愿者97.4万

余人，完成基础巡防任务14万余件，警民合

力描绘纠纷好商量、矛盾少发生的和美新

“枫”景。

近相亲 邻相助 情相系

  近日，江西省新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组织民警深入农田果园开展“三零一戴”（零酒驾、零

违法、零事故、戴头盔）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引导群众安全文明出行。图为民警向果农发放交通

安全宣传册。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李翠 谌佳俏 摄  

用法与情帮孩子筑牢勇敢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