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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杨保华

　　

　　从雪域高原赶到荆楚大地，王垚是为了讲述老师

梅强的援藏故事。

　　近日，湖北省公安厅在武汉市举行“平安印迹

忠诚警魂”湖北公安英模先进事迹报告会。

　　湖北警官学院警务实战教官梅强的援藏事迹，是

报告会的重磅讲述之一。

　　9位公安英模、烈士的先进事迹穿越时空传遍荆

楚大地，带给全省12万民辅警一次关于忠诚的教育，

一场思想与灵魂的洗礼。

忠诚的荣光处处绽放

　　报告会现场，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民警、武

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水果湖派出所四级高级警长

全凌雅第一个上台讲述。

　　大屏幕上的一张照片，见证了全凌雅最惊心动魄

的一次处警。

　　“那是2021年11月5日，我接到上级指令核查一名

男子信息。敲开门的一刹那，对方不由分说，猛地持刀

向我挥来。”全凌雅的讲述将现场观众带回了那个惊

险的中午。

　　一道寒光闪过，全凌雅的脸部被划伤。为保护现

场群众，她顽强地与持刀壮汉搏斗，直至同事赶来一

起将凶犯制伏。

　　医生对她抢救了4个多小时，才把她从死神手里

抢了回来。

　　刹那间的抉择，最是检验忠诚。

　　电光石火间逆行而上，是人民警察忠诚本色的最

好体现。

　　扑上去的那一刻，明知危险就在眼前，但警服在

身，必然无畏向前。

　　面对持刀拒捕歹徒，武汉民警邱建军与之展开殊

死搏斗，被刺15刀仍追凶20多米，直至体力不支倒下

牺牲。

　　面对驾车逃窜嫌疑人，黄梅民警程凯、老河口民

警靳斌英勇上前拦截、抓捕，均不幸被撞牺牲。

　　英雄前赴后继，忠诚的故事遍布荆楚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公安机关共有122名民警

献出宝贵生命，1882名民警因公负伤。

　　“公安英烈们用血肉之躯筑起的一道道平安防

线，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我将

沿着英雄的足迹阔步前进，用青春和热血让‘警察蓝’

成为守护平安的‘保护色’。”聆听报告会后，湖北省公

安厅民警徐博健说。

忠诚的力量催人奋进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全国海拔最高的边境派出

所——— 浪卡子县公安局普玛江塘乡边境派出所。”

　　“直到今天，我依然忘不了他强烈高原反应的模

样：脸上毫无血色，嘴唇青紫，一条不到50米的上坡

路，他走走停停，用了半个小时。”

　　如今已是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原山南地区）浪卡

子县公安局副局长的王垚在台上动情讲述。

　　2013年6月，梅强刚结束下派锻炼工作，又积极响

应号召，到高寒缺氧、条件艰苦的山南地区公安处挂

职，开展警务实战技能援助。

　　为期一年半的援藏日子，梅强走遍了山南12县，

指导60余个派出所和警务站开展实战训练，为近千名

民辅警授课。他推行的轮值轮训、战训合一训练机制，

有力提升了山南公安队伍战斗力。不幸的是，今年6

月，梅强因病去世。

　　今年是对口援藏工作30周年，梅强获评“全国对

口支援西藏先进个人”。

　　因为对警察职业忠诚而一身正气、不忘初心。

　　大冶市公安局副局长石锐面对黑恶犯罪头目的

利诱与威胁不为所动，把党和人民的信任、法律赋予

的职责化为最锋利的武器，打掉以李某、何某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

　　汉川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郭健带领民辅

警攻克9起部督、省督毒品目标案件，抓获境外毒枭

两名，斩断贩毒通道10条，成为刀尖上行走的禁毒

先锋。

　　因为对人民群众忠诚而长年坚守、甘于奉献。

　　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重案侦查支队民警李堃

16年来沉浸在无声的战场，主办和经办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600余起。

　　广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武胜关中队中队长黄远

波带队坚守107国道武胜关25年，把昔日的“鬼门关”变

成了如今的“平安道”。

　　近年来，湖北公安机关坚持思想洗礼，强化党性

教育，确保队伍将忠诚二字刻进血脉、付诸行动。

　　“忠诚是我的职责，忠诚是我的本色。我以忠诚的

心守护人民幸福，我用忠诚的爱托起平安中国。”歌曲

《忠诚》的余音在现场久久回荡，以别样的方式告诉听

众——— 人民警察为什么值得信赖。

忠诚的信仰历久弥新

　　一家三代四警，薪火相传60年。

　　报告会现场，烈士、黄冈市黄梅县公安局黄梅派

出所原副所长程凯及其亲人接续从警的故事令人

感动。

　　2022年9月10日，程凯在准备登车控制嫌疑人时遭

遇拒捕，被压在车身下牺牲。

　　“英雄是有出处的！从父亲到我和弟弟程凯，

再到程凯的女儿程斯敏，我们家三代四警将忠诚

警魂一直传承。”报告会现场，程凯的大哥、武穴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程刚说，“父亲从警35年，一

直言传身教，在我们心里种下了立志从警、报国为

民的种子。”

　　程斯敏誓言要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名堂堂正正

的人民警察。

　　英雄的故事讲不完，英雄的精神代代传。

　　“爸爸那件浸透鲜血的警服让18岁的我真切感悟

了‘忠诚’的涵义。”烈士邱建军的女儿邱悦璇说，希望

将来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在火热的警营谱写人

生华章。

忠诚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湖北公安英模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郭媚 钟秋霞

　　“雷书记，我们又来了！这段时间村里有没有什

么矛盾纠纷？”今年8月，听说受暴雨山体滑坡影响的

国道319线苏家坡路段在中断两个月后恢复通车，福

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人民法院古田法庭村居法官张贵

峰赶忙来到古田镇苏家坡村部，主动向村支书雷贵

兴了解近期村居的情况。

　　张贵峰一边询问，一边将了解到的情况记录在

村居法官工作手册上。他说，像这样的走访调查，古

田法庭的法官和法官助理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

　　2023年以来，古田法庭在“点”上发力，以遍布辖

区的85个村居法官工作站为支点，实行一月一走访，

及时掌握辖区矛盾纠纷信息，了解群众诉求，解答法

律咨询，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古田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着墨“点上发

力、线上延伸、面上布局”，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推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绘就基层多元解纷新

“枫”景。

　　“吴庭长，我们这边有一起酒后打架引起的纠

纷，双方就赔偿事项一直争议不下，需要法庭协助调

解……”

　　今年7月，古田法庭庭长吴胜佳接到古田派出所

打来的协助电话。古田法庭立即启动“一庭两所”矛

盾纠纷联调机制，联合古田派出所、司法所工作人员

以案件事实为基础，从情、理、法角度入手，耐心解读

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相关规定，促成双方握手言

和，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化纠纷于诉前。

　　2023年6月，古田法庭在“线”上延伸，与辖区古

田、蛟洋、泮境、白砂四个乡镇的派出所和司法所分

别签订共建“一庭两所”矛盾纠纷联调机制备忘录，

筑牢矛盾纠纷化解防线，对辖区内出现的矛盾纠纷

做到信息联通、纠纷联排、力量联动、矛盾联调，努力

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基层治理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

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吴胜佳说。为加强与基层治理

单位间沟通协作，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途径，2024年5

月，古田法庭在“面”上布局，主动对接辖区乡镇基层

治理单位，召开了一场诉非联动联席会。

　　针对基层治理综治考评细则、万人成讼率等数

据，吴胜佳在会上作了详细说明，并对辖区纠纷化解

的难点、堵点进行了梳理。

　　“这种联席会要经常开，有了法院的解读和指

导，我们更意识到综治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

性，也能充分激发基层干部化解矛盾纠纷的主动

性 和 责 任 感。”一 名 参 加 会 议 的 综 治 中 心 主 任

说道。

　　会后，参会单位还就推进基层治理、畅通基层矛

盾纠纷调处体系、共同推进矛盾纠纷化解等达成一

致意见，合力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吴胜佳说，基层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

里”，也是人民群众感知司法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神经末梢”。古田法庭将继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积极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推动政法力量下

沉，全面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上杭县法院古田法庭多措并举绘就多元解纷新“枫”景

　　本报讯 记者徐鹏 今年3月以来，青海省海北

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全力抓好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工

作，形成了“庄员说事”工作法，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

和问题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门源县各村因地制宜打造“庄员说事”平台，邀

请乡镇领导、驻村干部和联点帮扶单位参与指导，召

集广大村民齐聚一堂，“零距离”交心谈心、共话家

常，详细了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此外，村“两委”还以“庄园说事”为契机，通报

“爱心超市”积分、移风易俗“红黑榜”、评优评先、

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情况，并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建

议，引导群众积极建言献策，集体研究制定工作计划。

村“两委”、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

毒禁赌会等组织负责人及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

网格员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当场研究商议，拟定解决办

法，对现场能解答、办理的，直接在现场向群众答复、

说明，对现场不能办理的，会后再研究办理。

　　为了保障“庄员说事”的效果，门源县研究确定

现场办理、限时办理、提级办理3种办理方式。对现场

不能办理的群众需求和意见，由专人记录，列入村

“两委”工作计划限时办理；对超出村级组织能力或

职责范围的，做好解释工作并交由乡镇党委、政府提

级办理，以“乡镇吹哨，部门报到”的形式，协调县级

有关部门共同办理落实。

　　自“庄员说事”工作开展以来，门源县共收集涉

及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问

题、建议150余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03件。

　　本报讯 记者张国强 韩宇 新修订的行政复

议法实施以来，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司法局遵循“公

正高效、便民为民”的行政复议工作思路，围绕为群

众提供高效便捷法治服务的目标导向，在完善机制基

础上，畅通人民群众依法行使行政复议申请权的渠

道。在接收复议申请后，严格落实行政复议各个环节

要求，不断提升沈河区政府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质

效。探索在楼宇、街道等区域设置涉企行政复议服务

点，提升申请受理工作实效，依法平等保护市场主体，

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为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沈河区司法局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调解工作贯穿复议办理

全过程，注重在调解过程中加强调查研究，寻根溯

源，对行政执法不规范、行政管理不科学的问题和矛

盾成因进行充分研判与类型化分析，推动行政执法

机关改进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从而有效预防各类

行政争议的发生。沈河区司法局通过自行纠错、调

解、和解等机制的运用，实现行政争议一并调解、案

结事了。今年上半年进行案前调解13件、案中调解20

件，调解率达22%。

　　在加强队伍建设方面，沈河区司法局成立行政复

议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办理案情重大、疑难、复杂、专

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复议案件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在强化监督功能方面，沈河区司法局对行政复

议应诉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发行政复议

意见书，提出完善相关制度和改进行政执法行为的

意见建议。加大对涉企行政执法的监督力度，对认定

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行政行为予以

坚决纠正。

沈阳市沈河区：

着力提升行政复议质效

青海门源：

构建“庄员说事”平台为群众排忧解难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马金顺

　　没有排成“长龙”的队伍，没

有喧闹的场面，在5个综合性“一

窗通办”窗口、6个业务类窗口、1

个邮寄类窗口，工作人员井然有

序地办理着相应业务……

　　这是9月20日上午10时许，

《法治日报》记者走进陕西省西安

市公安局西咸新区分局交警大队

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西咸车管

所）业务大厅看到的一幕。

　　“以前办理车辆解押手续都

要排长队，一上午都不一定能办

完。今天一进大厅，不到20分钟，

我的车辆就顺利解押了，太方便

了。”刚刚办完车辆解押手续的王

师傅边往外走边感叹。

　　“从成立以来，我们步履不

停，持续用便民服务的‘加速度’，

换取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西咸车

管所负责人郜超宇说。

　　今年以来，西咸车管所累计

办理车驾管业务46.38万笔，组织

24.52万驾驶人参加考试，审核社

会化机构业务13.24万笔。前不久，

这家成立不满5年的车管所被公安

部评为“全国一等县级车管所”。

　　记者注意到，在西咸车管所

业务大厅，无论是到自助办理区

拍照体检，还是前往窗口咨询办

理，都有工作人员上前引导，在大

厅的醒目位置，公示着“办不成

事”反映热线。

　　“如果遇到窗口解决不了的

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办不成

事’值班领导手机号，值班领导会

第一时间帮助群众协调解决。今

年以来，窗口接待超10万人次，群

众满意度达99%以上。”西咸车管

所业务大厅值日警官杨欢说。

　　刚走上二楼楼梯口，便听到

一阵喝彩声，楼梯右手边就是整个车管所最热闹的地

方——— 机动车驾驶证领取处。每天，民警何陆军都要在这

里为群众发放驾驶证，并为“新驾驶员”们带来第一堂安

全教育课。何陆军今年59岁，他结合从业数十年的丰富工

作经验，以不同的交通事故案例为切入点，为“新驾驶员”

讲好“上路”第一课。

　　“没想到车辆上牌服务这么便民。”正阳街道居民刘

先生来到西咸车管所给新车上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

无需再像过去那样往返多个窗口忙前忙后，只需要开着

车在查验区走一遍，就顺利完成了上交材料、验车拍照、

选号缴费等流程。

　　“西咸车管所建立了‘流水线’式车辆查验通道，车主

提前线上预约后，无需排长队、无需多跑路，完成整套上

牌流程仅需20分钟。”驾管办负责人肖静解释说。

　　为了让群众少跑路，西咸车管所不断延伸业务办理

触角，积极探索下沉服务渠道，在车驾管业务权限下放至

辖区39家社会机构的基础上，将16项与群众密切相关的

车驾管业务下放至派出所，让更多群众能享受“就近办、

一次办”的一站式车驾管服务。

　　目前，已有11家派出所开通车驾管业务“一窗通办”

窗口，为群众办理各类业务1632件，受理非现场交通违法

处理业务1026件，接受业务咨询2860余人次。

　　此外，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民警发现，残疾人机动轮椅

车上牌业务流程虽不复杂，但需要本人到场办理，于是车

管所主动与西咸新区残联沟通协商，多次开展残疾人机

动轮椅车上门上牌活动。

　　立足陕西“秦创原”创新驱动发展平台总窗口，西咸

新区涉企车驾管业务办理需求量大。为此，西咸车管所专

门开通“企业专窗”绿色通道，为“秦创原”企业点对点开

展预约服务，集中提供定制化服务。今年以来，西咸车管

所为24家企业办理业务5478件，大幅提升了流转效率，用

优质服务为企业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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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江西省分宜县

杨桥镇一年一度的传统物

资交流会安全有序进行，

近日，分宜县公安局科学

部署警力，强化秩序维护、

治安巡逻、交通疏导、隐患

排查等工作，全力以赴为

物资交流会保驾护航。图

为民警向商户开展法治

宣传。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黄小军 摄

□ 本报记者 申东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公安局李俊派出所

雷台中心村生态联勤警务站社区民警梁鹏和同事开

完晨会就来到黄河边。几个人边走边看，不时提醒周

边放羊的群众不能把羊群赶进生态林。看到黄河边有

几个垂钓的人，梁鹏赶紧跑过去，给垂钓爱好者们讲

解黄河水体里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鼻吻鮈，也就是

俗称的“鸽子鱼”，提醒他们如果钓到要立即放生。

　　梁鹏告诉记者，雷台中心村生态联勤警务站组

建黄河巡河护岸义警队，每天都会对黄河周边进行

生态巡逻，采取“车巡+步巡”“白天巡+夜间巡”“警

务站单独巡+各单位联合巡”的模式，对黄河李俊段

4.8公里西岸进行全面巡查，巡查治理除单杆单钩休

闲垂钓外的一切违法违规捕捞行为，以及其他涉黄

河流域违法违规行为。

　　近年来，永宁县公安局积极打造“党建红+生态

绿”黄河流域生态联勤党建平台，全面落实“河湖

长+检察长+警长”工作机制，依法严打涉生态环境

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厚植生态底蕴，筑牢生态屏障。

联合水务、检察等部门完善林长制运行规则以及部

门协作、信息共享、监督管理、考核奖惩等配套制度，

有力推动生态警务高效运转。

　　同时，建立健全黄河银川段自南向北由永宁县公

安局、兴庆区公安分局、贺兰县公安局、灵武市公安

局、苏银分局等5个沿黄河辖区公安机关和森林分局、

环保分局两个专业分局组成的“5+2”一体化生态联勤

警务工作机制，持续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坚

持每日对辖区警情研判分析，重点关注涉黄河流域、

野生动植物保护、黄河禁渔期非法捕捞、向河道湖泊

排放倾倒污染物类警情，指导动态调整巡逻防范点

位，有效遏制违法犯罪行为。深化警用无人机实战应

用，全面形成“空中巡查+视频巡防+人员巡逻”一体化

立体巡防工作格局，开展沿黄联勤联动行动14次，批

评教育黄河禁渔期多杆垂钓人员37人次。常态化开展

森林防火集中宣传教育活动，辖区群众生态文明意识

明显提升，今年以来，生态环境类警情同比下降13.3%。

宁夏永宁公安：

精耕生态警务厚植生态底蕴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张力 祝巧巧

　　

　　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交警积极探索创建更加

高效的非机动车和行人管理模式，选择镇海区作为

试点，推出“道路慢行交通智管系统”，在全国率先实

现县级全覆盖，为从传统的“人管人”到实现“机器管

人”提供支撑。

　　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副大队

长张益波坦言：“传统路面管控模式主要靠人力，受

警力紧张等因素影响，我们在管控中难以实现面面

俱到，存在执勤空白地带；对部分非机动车和行人

来说，交警在与不在，遵纪守法情况大不一样，另外

宣教手段也存在‘大水漫灌’，缺乏针对性措施。”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据张益波介绍，“道路慢行交通智管系统”实现

对常见7种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行为的实时抓拍取

证，包括行人闯红灯及非机动车闯红灯、不戴头盔、

违法超载、逆向行驶、高架限行道路骑行等行为，进

行全区域全时段识别和抓拍取证，形成“违法采集、

智能分析、身份落地、违法推送、精准处罚”的全流程

管理闭环。

　　“道路慢行交通智管系统”填补非机动车和行

人数字化管理的空白，在设有这套系统的路段路口

产生强大震慑力，即使违法者戴着口罩或头盔等遮

挡物也能精确识别，推动非机动车交通守法率达

94%，行人交通守法率达97%；涉非机动车、行人交

通事故数量从该系统应用开始逐年下降，事故数同

比下降幅度达32.5%

　　“道路慢行交通智管系统”还为精准宣教提供前

提。交警部门对于第一次违法者予以警告，第二次违

法予以上门处罚宣教，三次以上违法将在路面拦截

后进行宣教；对于多次违法且不主动接受处理的人

员，交警部门通过发送带有警示视频的短信、打电话

等方式进行精准宣教。对于违法情况高发的“快递小

哥”“外卖小哥”，镇海交警则通过抄告、约谈等方式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源头宣教。非机动车和行人

二次违法率因此下降11.7%。

　　镇海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尹绍宁认为，

“道路慢行交通智管系统”通过数字赋能，是破解非

机动车、行人交通管理难题的“金钥匙”，也是撬动警

务机制变革、释放警力资源的必然之举。

破解交通管理难题

宁波镇海交警推出“慢行交通”智能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