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二

2025年3月25日

编辑/朱磊

见习编辑/王宇翔

美编/李晓军

校对/邓春兰

□ 本报记者   石飞

□ 本报通讯员 尹瀚 吴圆圆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百万亩

油菜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客纷沓而至。

　　近年来，罗平县聚焦风险防范、治安防控、基层治

理、平安旅游，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

展，以实干实绩实效让平安罗平、法治罗平的底色更

亮，人民群众的幸福成色更足。

　　警灯闪亮，平安常在。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

什么犯罪；哪里治安混乱，就重点整治哪里。2024年，罗

平县刑事案件同比下降20 . 9% ，电诈案件同比下降

49.46%，群众受损数同比下降46.49%。

　　在中心城区，罗平县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构

建数字城管指挥平台，初步形成了点线面结合、网上网

下一体、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罗雄派出所坚持党建引领，积极落实矛盾纠纷滚

动排查和跨部门联调联动，健全多元排查化解、社区走

访联查、困难群体帮扶等机制，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全县2024年度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测评排名全市第一，法

治建设群众满意度排名全市第一。

　　罗平县建立矛盾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处置和反

馈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社会力量等资

源，形成了“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平台。结合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应急演练，组织业务培训，精准服务群众。

　　“以前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村民经常因为山林、

土地纠纷闹矛盾，现在大家联合治理、联合发展，相处

得越来越和睦了！”乃格村村民郎大叔的一番话，道出

了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的变化。

　　云南罗平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与广西马蚌镇、贵

州三江口镇携手创新，联合成立滇、黔、桂跨省区联合

党工委，党工委书记由3个乡镇党委书记轮流兼任，加

强了三地间各项工作的交流，拓宽了服务领域。形成了

组织联建、资源联享、产业联抓、服务联做、治理联动、

文化联育的“六联”机制，让当地群众在平安和谐生活

环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景色再美，平安才是底色。罗平县坚持“游客到哪

里，警务工作就先到哪里”的服务理念，创新实施旅游

警务，建立联动机制，在景区科学部署警力巡逻防控，

用“移动警务”疏导拥堵车流，快速受理、解决游客纠

纷、举报和诉求，做到显性用警、动中备勤，矛盾风险早

预防、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

　　“服务好游客，就要在事情发生前做好提醒，在事

情发生后做好处置，及时响应他们的需求。”罗平县公

安局长底派出所民警陈其虎说道。去年2月，来自杭州

的徐女士在花海步道游玩时不慎丢失了挎包。接警后，

陈其虎细致搜寻，最终在景区内找到了挎包。徐女士回

到家后，跨越2000公里寄来了锦旗。

　　今年以来，罗平警方开发“智慧旅游警务”平台，实

时监测景区人流、交通，常态化开展“平安直播”，打造“云

上警民互动”品牌。截至目前，共派出警力1000余名，开展

隐患排查12次，检查游客集中点位450余处，整改安全隐

患6处，化解矛盾纠纷14起，累计疏导游客16.92万人次、车

辆9.3万辆，实现了“零拥堵”和“零安全事故”。

　　罗平县坚持在基层普法中用好案件“活教材”，法

院加大巡回审判、以案释法力度，深入田间地头、群众

家中化解矛盾纠纷，把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送到群众家

门口。检察院大力支持干警下沉基层，在与群众拉家

常、唠嗑中，引导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营造基层浓

厚的法治氛围。

云南罗平县：

厚植平安沃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段冬玲

       曹凯峰 

　　

　　“检察院帮助我要到

了执行款，又给我发了司

法救助金，还帮我争取了

公益岗位，彻底解决了我

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家再

也不用担心返贫了！”近

日，看到河南省焦作市马

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到

家里走访，村民庞某高兴

地说。

　　庞某是一起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民事执行

案件的申请执行人。2020

年1月，朱某驾车将在路边

行走的庞某撞倒，造成其

右眼、颅脑等处严重损伤。

2021年，法院判决朱某赔

偿庞某19万元。因朱某一

直没有履行，庞某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但一直没有

执行到位。

　　2023年7月，马村区检

察院开始分包庞某所在村

的帮扶工作。驻村检察干

警了解到，庞某夫妇分别

为肢体残疾三级和智力残

疾三级，家庭生活主要依

靠大儿子打零工维持。庞

某因交通事故受伤后，家

庭经济条件更是雪上加

霜。驻村检察干警把庞某

的相关情况向院领导进行了汇报。马村区

检察院决定对庞某申请执行案件进行调

查，第一时间调阅相关案卷，核实案件情

况，梳理案件症结，分析研判对策。

　　办案检察官经进一步了解发现，被执

行人朱某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便结合案件

情况及不履行法院判决的法律后果、当事

人收入和家庭状况等，多角度对朱某进行

释法说理，督促其尽可能履行法律义务。

经多方沟通，检察机关促使双方当事人于

2024年3月达成和解协议，朱某承诺，尽快

筹措资金，一次性偿还庞某12万元。后来，

朱某按约定履行了赔偿义务。

　　因庞某系脱贫户，生活困难，办案检

察官提请启动司法救助程序，马村区检察

院决定对其进行司法救助1万元。随后，马

村区检察院建议庞某所在村委会对其家

庭生活困难情况进行甄别，为其提供公益

岗位，以增加家庭收入。今年1月，庞某所在

村委会为其提供每月800元报酬的公益岗

位，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村委会还积极

协助其小儿子申请大学生助学补助，从多

方面对其家庭进行帮扶。

焦
作
马
村
区
检
察
院
解
民
忧
暖
民
心

安徽宿松县司法局：

帮社区矫正对象“重塑新生”

　　近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武隆区人民法院联合武隆区市场监管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消防救援局等单位，在某商贸广场旁集中

销毁依法罚没的假冒伪劣产品。图为集中销毁假冒伪劣产品现场。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何开亮 谭鹏 摄  

□ 本报记者 李光明

　　今年以来，安徽省宿松县司法局着力打

造全周期立体化闭环式矫治矩阵，用心、用

情、用力照亮社区矫正对象的新生之路。

　　宿松县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依据犯

罪类型、心理特征、再犯风险等多维数据，

为社区矫正对象定制个性化方案，实现精

准矫治。

　　此外，宿松县还开通法律服务“绿色通

道”，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债务处理、家庭矛

盾调解等法律服务50余次。

　　宿松县司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该局

深入开展“从心出发”教育矫治专项行动，深

度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矫治理念，通过构建

“科技赋能+文化浸润+人文关怀”的立体化

矫治模式，帮助更多“迷途者”实现迷途知返。

　　宿松县坚持以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核

心，深入挖掘社区矫正对象内心的“善念”，通

过定制化的教育课程、个性化的心理疏导以

及志愿者互动等方式，帮助社区矫正对象重

塑社会认同感，提升自我价值。

　　“我们创新开展‘一月一主题’公益活动，

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与义务植树、森林防火、

爱心献血等实践活动，帮助修复社会关系。”

宿松县司法局副局长杨香梅说。

　　今年3月初的一次集体植树造林公益活

动，引发了社区矫正人员诸多感动。

　　“看着亲手种下的树苗，我对生活有了新

认识，我们也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努力去

迎接美好的未来。”社区矫正对象李某在植树

活动后由衷地说。

　　为切实解决社区矫正对象不能外出务

工、县内就业难的问题，宿松县司法局主动到

县经开区企业对接协调，宣传社区矫正工作，

鼓励企业吸收接纳社区矫正对象，并选择有

意向的企业建立就业帮扶基地，为社区矫正

对象就业铺平道路。

　　同时，宿松县司法局加强与人社、总工

会、妇联、团县委等部门对接，链接多方资

源，联动相关部门为有就业需求的社区矫

正对象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指导、

就业信息推荐等，今年已推送300余个就业

岗位。

　　“我们还结合社区矫正对象的家庭背景、

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等因素，深入分析他们在

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建立动态档

案，通过心理测评、家庭访谈等多维分析，挖

掘社区矫正对象的深层需求。”杨香梅说，采

取“精准画像—多元矫治—正向激励”三步

法，以“法理情”融合的智慧帮助社区矫正对

象重新走入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