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微信找警”提升基层治理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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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空调(挂机架)已经烂了,好危险!”

近日,安徽省铜陵市新苑小区有居民发现“头

顶上的危险”,赶紧将情况上报到“平安微信

群”里。

看到信息,群内的社区民警曾蝴蝶与楼栋

长黄德斌立即分头行动,一边联系屋主询问情

况,一边联系物业公司寻找维修师傅。仅用两

小时,摇摇欲坠的铁架子就被成功拆除。

依托这样的“平安微信群”,不仅群众能

“零距离”找民警,民警也能全天候找警情。而

随着“平安楼栋长”队伍持续扩大、“警格+网

格”双网深度融合,铜陵公安机关不断丰富完

善“微信找警”工作法,将各方力量在线上线下

凝成合力,实现了信息及时传递,纠纷快速化

解、隐患有效排查,有力提升了基层治理的精

细化、精准化水平。

铜官公安分局石城路派出所学苑社区民

警王家丰的手机里有 34 个“警民联系微信

群”,覆盖辖区内所有小区、企业、学校及医

院,群成员达4000多人,约占辖区常住总人数

的一半。

群众发来求助信息,问题简单的,王家丰

立即线上予以解答,复杂的则会留下联系方

式,线下联系帮助解决。

“民警进群时会修改自己的群昵称,这一

小举动就像发放了一张电子版的警民联系卡,

方便群众在困难的时候及时联系我们,也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为辖区群众服务。”义安公安分

局东联派出所社区民警汪华说。

据了解,“微信找警”工作法已在铜陵全市

公安机关推广,民警、驻村辅警共参与建立平

安微信工作群1750余个,开展预警信息“云宣

传”、公安政务“云服务”、矛盾纠纷“云调解”、

意见建议“云收集”等工作。

“通过这一个个微信群,可以打消一些群

众怕麻烦,不愿意来警务室、派出所的顾虑,让

群众少跑腿,信息多传递,真正打通了警民联

系的‘最后一米’。”铜陵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

委何忠亚说。

如今,分布在铜陵的小区、乡村之中的楼

栋长、村居长,已成为“微信找警”工作法的重

要辅助力量。

今年以来,铜陵市公安局试点开展“楼栋

(村居)长”机制建设,招募一批政治觉悟好、群

众威望高、工作能力强、热心公益事务的楼栋

(村居)长,实行统一规范命名、统一标牌标识、

统一工作职责、统一配套机制、统一培训管理,

组织他们进群建群,发挥其在信息收集、政策

宣传、纠纷调解、群防协作等方面的职责作用。

截至目前,铜陵市公安机关已在177个小

区和156个行政村招募平安“楼栋(村居)长”

6152名,他们活跃在群内群外,为守护平安增

添“栋”力。

社区民警与社区网格员的工作有所重叠,

为了起到1+1>2的效果,铜陵市公安局大力推

进“警格+网格”双网融合,推动社区民警和社

区网格员联合作业,发挥网格员“人熟、地熟、

情况熟”与社区民警“懂法律、讲政策、会调解”

的优势,强化联勤联动,并整合治安志愿者等

力量,高效开展社区治安防范。同时,积极推

动派出所领导进社区班子,将社区警务工作整

体融入社区网格化管理,有效提升社会治安管

理水平。

（法治日报记者李光明范天娇通讯员张振雷）

群众有事微信群里找民警

本报讯（程孝孝 付梦林）为进一步宣传禁毒知

识，增强六安市霍邱县扈胡镇居民的禁毒、防毒意

识，营造良好的社会禁毒氛围，建设安全、无毒的居

民生活环境，7月24日上午，霍邱县扈胡镇禁毒办联

合司法所、派出所开展联合禁毒宣传活动，助力乡村

振兴。

据悉，在此次宣传活动中，扈胡镇禁毒办工作人

员向现场群众发放禁毒知识手册共两百余份，详细

介绍了各类毒品的种类以及吸食毒品会造成的危

害，着重介绍了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各类新型毒品，消

除群众对新型毒品的认知盲区。种植毒品罂粟同样

也是违法犯罪行为，达到一定数量也要受到刑事处

罚，并现场列举四个禁毒案例，以案示警提高禁毒宣

传效果。

该镇积极发动村社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力

量，采取入户讲解、集中宣传等方式，深入户胡、黄泥

岗等村开展禁毒宣传。在各村设置禁毒宣传栏，采

取贴标语、挂横幅等形式线下宣传，走访到村民家中

发放禁毒资料，讲解毒品的危害。同时，宣传毒品举

报奖励办法，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吸毒人员，发动群众

参与禁毒斗争。

通过此次多部门联合禁毒宣传活动，进一步筑

牢了禁毒防线，以宣传禁毒法律法规，提高居民群众

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为主要内容，不仅增强了扈胡

镇居民群众对毒品的认知，还调动了群众主动参与

禁毒宣传的热情，提升了群众识毒、防毒、禁毒的意

识，维护了农村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为构建文明和

谐社会，助力乡村振兴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霍邱县扈胡镇——

开展禁毒宣传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李伟

通讯员 隋永光）“咱们现在享受党的好政策，

钱袋子鼓起来了，但是要时刻警惕诈骗违法

行为。”7月21日，阜阳市阜南县公安局城西

派出所民警隋永光和卢洪赵在刘楼村刘世

光农户家门口向村民们宣讲防范养老诈骗

常识。

民警向村民们讲解防骗防诈知识，深入

浅出地介绍假借“养老”之名实施诈骗犯罪

的特征和危害，揭露养老诈骗的“套路”手

法。民警提醒村民们面对“养老金管理”、

“中奖”、“保健品”、“冒充公检法”等诈骗形

式，要时常保持警惕，保护个人隐私，不要轻

信他人，守住钱袋子。“俺手机接到陌生号码

就是推销养老保险之类的广告，听了咱们警

察的普法，再给俺打电话，俺也给这些骗子

教育一下。”65岁的刘世光老人笑呵呵地说，

只要不听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克服“贪

利”思想，就不会上当受骗。

为进一步提高农村广大地区老年人的识

骗防骗能力，阜南县公安局要求各派出所民

警辅警走到村头、农户家，向村民宣讲揭露养

老诈骗的“套路”手法，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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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无人宾馆”作为一

种新兴业态逐渐兴起。由于其操

作方便、隐私性好，受到许多顾客

的喜欢。“无人宾馆”由此也衍生

出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名字：无人

智慧酒店、智慧宾馆……然而，在

带给顾客方便的同时，“无人宾

馆”也成为一些不法分子实施违

法犯罪行为的场所。

“无人宾馆”从字面理解就是

无人经营的宾馆——没有前台和

服务员，顾客通过线上预约、核验

身份及订单信息后便可在手机上

获取订购密码，凭密码即可自助

入住。这种操作看似方便、隐私

性好，却往往隐藏着风险。

事实上，多数经营者打出

“无人”噱头，就是要引发人们对

“隐秘性”的联想与好奇，而这种

隐 秘 性 往 往 会 给 监 管 带 来 困

难。比如在一些地方，“无人宾

馆”多分布于住宅小区、公寓及

商务大厦等地，商家通过线上平

台发布信息，为顾客提供住宿服

务——报道显示，这些宾馆多数

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

可证，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未安

装住宿登记上传系统。这显然

极易引发经营操作不规范、更换

用品不及时、消毒不彻底等问

题，进而对顾客身体健康造成威

胁。同时，消防设施若不达标，

更会威胁顾客生命。

而“无人宾馆”私密性，或许

正是其最大的安全漏洞。如果

房间安装有隐藏摄像头，顾客的

个人隐私便会暴露无遗；“无人

宾馆”出现的一人登记多人住

宿、非本人入住、带未成年人入

住、入住后无人监管等情况，也

极易滋生卖淫、赌博、吸毒、性侵

等违法犯罪活动。从一些地方

近年来的办案实践看，“无人宾

馆”内发生的刑事案件涉强奸、

介绍卖淫嫖娼、非法拘禁等多个

罪名。

“无人宾馆”看似新业态，实

为旧事物，其本质仍属酒店、旅

馆，须依照《旅馆业治安管理办

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严格管理。规范“无人

宾馆”，首先必须坚守酒店、旅馆

的经营资质和管理标准，该办的

证件必须办齐，该设置的管理硬

件与规章制度，一个也不能少，且

不能流于形式。须知，“无人宾

馆”在经营模式上可以“自助”与

便利，但在实质性的硬件要求和

配置上不能滥竽充数。

其次，要明确公安、应急管

理、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的监管

职责。越是“无人管理”的宾馆，

相关部门越不能放松对其经营资

质的严格审查把关，越要加强对

其常态化管理。

其三，个人选择“无人宾馆”

时要多查多验。网上订购要选择

资质健全的“无人宾馆”入住；入

住后要注意房间卫生、消防设施、

安全通道等必要设施，要检查是

否有隐藏摄像头等。同时，网络

平台须压实主体责任，对上线的

相关产品和服务要严审资质，利

用技术手段堵上可能存在的安全

漏洞，为消费者健康、安全把好

关、尽好责。

（张玉胜）

7月26日，安徽省含山县司法局和县关工委联合组织环峰第三小学学生走进县法治宣传教育中心基

地，接受法治教育。在法治宣传教育中心基地，小学生在普法志愿者的带领下有序参观。通过文字、图片、

实物、视频、讲解等方式，让小学生直观了解什么是司法，从而培养他们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增强其法治

观念和守法意识，争做一名学法、守法、用法好少年。 通讯员 欧宗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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