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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服务永不缺位、窗口“永不打烊”

8名民警、15名辅警；下辖一镇（大港头镇）一乡（峰源乡）18个行
政村；辖区面积 222.4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1300多人；派出所到最
远的村庄需要两个多小时车程……这是大港头派出所的基本概况。

“基层派出所不是经常有大案要案，关键是怎么在日常中处理
好破小案、办小事、解小忧、帮小忙、惠小利这‘五小工程’。”许广胜
说，“虽然我们是一个小所，但对老百姓来说，我们就是他们平安生
活的依靠。”

今年 2月初的一个晚上，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值班室的宁静。
“是大港头派出所吗？我家小孩不小心吞食硬币，医院让我们

自行过去，如今封道了，我们自己可能过不去，你们能帮帮忙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位母亲焦急且慌乱的求助声。

“好！你们在哪里？”
“张山村村口。”
放下电话，值班民警樊铭鑫立即驾驶警车，一头钻进漆黑的夜

色中，一条救援“绿色通道”就此打开。
护送之路，并不简单。山路崎岖、卡点众多、孩子哭闹、家长焦

急，樊铭鑫一边开启警灯、警笛，一边不自觉踩下油门、连闯数个红
灯……到医院后，他陪着挂号、拍片、治疗。返回时已近午夜，看着
小孩在车上安然入睡，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
因为“惦记孩子的近况”，几天后，许广胜和民警马俊文来到张山

村，一句“有什么困难就及时联系我们”，惹得那位母亲泪花涟涟。
“我是党员，我为你服务！”在大港头派出所，这不是一句口号。
这个名为“党员先锋岗”的办事窗口，由党员民警和党员辅警组

成，其特点是 365天、24小时窗口服务“不打烊”，“只要百姓需要，他
们一定在”。

“你好，请问现在可以办理分户手续吗？”
“可以，我马上过来。”
电话里的“现在”，可能是某个平常的夜晚，可能是某个周末的

清晨，也可能是某个和家人团聚的节日。而对于窗口辅警金晶莹来
说，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加班加点加时，早就习以为常。

窗口工作谈不上惊天动地，但金晶莹实实在在做了一些小事，
并让这些小事产生“温度”。在上门送咨询、上门收材料、上门送证
照的三个上门服务中，她习惯“顺便”和群众聊一聊。辖区群众大多
都知道她的名字和电话——把她记在纸上，更记在心间。

今年以来，大港头派出所干警先后 39次在非工作时间为群众
办理各类窗口业务，5次为行动不便人员提供上门服务。

不缺位，“不打烊”，“他们一直在”。

暖心：为人民服务的“菜警官”事无巨细

比起待在办公室，民警们更喜欢走在帮扶群众的路上。
“溜一圈不是什么问题都发现了吗？”杨蒙笑着说。
因为时常步行在田间地头、乡间小巷，大港头派出所的民警们

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菜警官”。一个“菜”字，是全所警员深入
群众、深得民心的生动体现。为进一步了解民情，及时化解困难，派
出所“趁势而上”，组建“菜警官”微信服务群，通过线上交流，第一
时间为群众排忧解难。

大港头是粟裕、刘英等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地方。作为红色山区
派出所民警，“菜警官”们都有一副“热心肠”。

今年 2月 12日，疫情防控关键期。
守着滞留在 328省道均溪卡口前的数百公斤草莓，种植大户王

丽荣愁急了眼。倘若草莓无法及时运往云和销售，他这一季的心血
将全部付诸东流。

“菜警官”把一切看在眼里。
既不能破坏防疫规定，又不能伤了农户的心，怎么办？
急群众之所急。“菜警官”迅速联系云和卡口。经过商议，两地

民警决定在莲都均溪村——云和规溪村交界处设立临时交易点。
农户和收购商提前做好电话沟通，定时定点进行一对一交易。由于
交易点离卡点尚有 250米距离，且这段路只能靠步行，于是，“菜警
官”化身“跑腿小哥”，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拎着一筐筐草莓，数次
往返卡点和交易点之间。

看着草莓保质保量保价地顺利被收购，王丽荣喜笑颜开，对着
“菜警官”鞠了深深一躬。

“菜警官”帮着卖草莓一事，很快在镇上传开。
“许所长，我们村早茶马上上市了，能不能也帮帮我们？”在许广

胜的办公室里，均溪村村支书何建星请求着、北埠杨山莲湖茶叶合
作社的茶农期盼着。

“你放心，我们一起想办法。”许广胜一口答应。但其实，他心里
也没底。

大港头镇位于莲都区西南部，茶叶、高山蔬菜是当地村民最直
接的收入来源，其中茶叶种植面积达 2.4万亩，涉及农户上千人。特
殊时期，集中的茶市不开放，而早茶不采就成了老叶，加上数量大，
人群易聚集，无法复制卖草莓的老办法。

又一次，“菜警官”把麻烦留给了自己。
次日，23名“菜警官”集体下乡。他们到山头上、茶园里、农户

间，寻求把茶叶换成真金白银的办法。最后，他们决定，利用分散原
则，在茶叶种植最多的几个村的村口开阔处，设立多个茶叶临时交
易点。为控制人流，“菜警官”将每个交易点设置成“单向单通道”，
让茶农戴好口罩间隔 2米，逐个交易。

短短三日，茶青成交量达上千斤。
“我要请你喝茶。”在临时交易点，一个刚卖完茶叶的茶农向“蔡

警官”发出盛情邀请。
250米，不是一段距离，而是一段暖心路；
临时交易点，不是一个集市，而是一条农产品“绿色通道”；

“菜警官”也不是一个称呼，而是一群“用速度跑出温度”暖心人。

安心：帮帮团和“义警”，铸就结实的“左膀右臂”

在大港头古堰画乡景区，有一抹“别样蓝”。
那是一支身着蓝色马甲的义务巡逻队，或开展治安巡防、法制

宣传，或进行矛盾化解、紧急救助，每日不辍。这支巡逻队，名为
“画乡义警—民宿联盟”。

巡逻细致到什么地步？队长兰建伟表示，老街上随便说一个商
铺，它的招牌是什么颜色，门口摆有几盆花，他们都摸得一清二楚。

这支队伍的形成要追溯到两年前。
古堰画乡是莲都区最热闹的景区，年接待游客近 200万人次，

景区民宿 168 家，如何实现居民和游客平安生活，是头等大事。
2018年，大港头派出所牵头成立“画乡义警—民宿联盟”自治组织，
目前已有 28名民宿业主加入其中。

峰源乡地处偏远山区，从所里出发，最近的村要50分钟车程，最
远的需 2个小时。为了让纠纷类警情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大港
头派出所主动协调峰源乡干部，组织长期生活在村里、威信较高的党
员和网格员成立“峰源义警—山里110”，让警情处置在早、在小。

如今，在大港头派出所的组织下，辖区内已有成熟义警队伍 5
支，人数超过 300人，他们身份不同，各有所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有了自我实现、反哺社会的需求，民
警们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

就这样，乡贤帮帮团、老年帮帮团应运而生。
乡贤帮帮团里，有退休老干部，也有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矛

盾发生时，让老百姓自己“点单”，选择共同信赖的乡贤调解员，参
与化解，实现“矛盾不上交”；老年帮帮团共有 6人，平均年龄在 60
岁以上，他们经常参与辖区工作，普及宣传，调解矛盾。

不久前，电信公司人员随手把废弃的金属抱箍丢在茶丛里。茶
农修剪茶叶时，绿篱机不慎“撞”上抱箍致损。私了未果，茶农报了
警。得知情况后，老年帮帮团立刻到场，当起了“中间人”。

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次日下班前，电信公司赔付茶农一台
全新的同型号绿篱机，茶农则不再追究。

有了义警，平安不出事；有了帮帮团，矛盾不上交。
至此，大港头派出所拥有结实的“左臂右膀”。
红色山区版“枫桥式公安派出所”里故事多——故事里，写满了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生动情节。

1963年，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坚
持矛盾就地解决不上交，形成了“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
经验”。同年，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
点，推广去做。由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一个脍炙人口的
典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枫桥派出所再次火爆全国。2019
年5月，“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正式被写入中央文件。

今年 1 月，我市共有两家派出所成功入选全省首批“枫
桥式公安派出所”，大港头派出所是其中之一。

围绕“破小案、办小事、解小忧、帮小忙、惠小利”新五小
工程，大港头派出所开展“平安零发案、矛盾零上交、服务零
距离”的“三零村”建设，全面落实驻村警官“一村两警长
制”，致力将整个辖区打造成人和景美的和谐画乡。

为了让“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的目标稳稳落
地，大港头派出所坚持“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
位”理念，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辖区内的18个行政村落地生
根。

在民警带领下，辖区内的民间组织、退休干部、乡贤能
人形成群防群治的“新警力”，巡逻救助、法治宣传、化解矛
盾……“枫桥精神”熠熠生辉。

依靠群众，将矛盾纠纷消弭在源头、化解在基层，始终
是“枫桥经验”代代相传的“法宝”。

近年来，大港头派出所扎实苦干，竭诚为民，深受百姓
的拥戴，三次获评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勇夺全区公安机关年
度考核三连冠，被荣记集体三等功一次，集体嘉奖四次。

只不过，“人民满意是一条走不完的路，群众工作是一
本翻不完的书”，大港头派出所仍在路上，步履坚定，不断探
索创新。

为民服务，一直在路上
陈炜芬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公安派出所””里故事多里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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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水清波、渔舟帆影、古式台门、游人如织，村口
古樟树群下，老人们悠然畅叙，孩子们追逐嬉戏……

走进莲都区大港头镇古堰画乡，在“不要人夸好
颜色”的江南诗韵中，一幅温馨宁静的祥和画卷映入
眼帘。这正是全省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丽
水市公安局莲都区分局大港头派出所警民共建共享
平安和谐的真实写照。

面对满墙的荣誉和记者的采访，所长许广胜和
教导员杨蒙并未将话题停留在白纸黑字的材料上，
而是娓娓道出一个个贴心、暖心、安心的动人故事。

““菜警官菜警官””深入群众深入群众、、了解民情了解民情。。

为群众采集个人信息为群众采集个人信息。。

老年帮帮团调解现场老年帮帮团调解现场。。

民警民警、、画乡义警画乡义警、、群众合力抢救落水三轮车群众合力抢救落水三轮车。。

大港头派出所全体民警大港头派出所全体民警。。

上门为群众办理业务上门为群众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