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绿赋能
“生态警长”守护绿水青山

巡特警队员在南浔古镇巡逻

民生服务队队员正在调解纠纷

2月23日，孙女士急匆匆来到湖州银行柜
台进行大额转账。柜员小李见她神色慌张，便
询问孙女士，孙女士称其女儿涉嫌犯罪被上海
警方抓获，需要转账2万元保释金至警方账户
方可取保候审。

小李立即意识到孙女士这是遭遇了诈骗。
但是不管如何劝说，对方还是坚持要转账汇款

“救女儿”。见劝说未果，小李立即前往业务大
厅一键报警装置处按下了报警按钮，并回到孙
女士身边继续劝说。爱山派出所民警赶到银行
后，帮助孙女士联系上了女儿，她这才发现自
己被骗了。

一个小小的按钮，一键报警装置，成功阻
止了一起诈骗案的发生。

一键报警装置属于“智安单位”建设中的
一部分，除银行之外，还包括“智安校园”

“智安医院”等各类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单位部门。

近年来，我市公安以推进“智慧安防”为
契机，不断完善单位的预测预警预防机制，增
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能力，成立了全市公
安智慧内保工作建设推进专班，旨在将传统

“被动应对”突发状况转化为“主动防控”各
类隐患，借助数字化智能设备、高强度智能装
备、融合性智能应用等，实现单位内部“物
联+互联”“以科技替代人力”，打造出“智慧
铁桶”式单位。

与此同时，“智安小区”在全市范围内已
全面开花结果，达到100%全覆盖。“智安小
区”以智能化精密防控的手段，全方位切实保
障小区居民住户的人身、财产安全。

当数字化改革的春风吹来，我市找到了撬
动“智慧警务”改革的新支点。围绕全省数字
化改革“152”跑道，经过近 200天的精心

“培育”，“智慧警务”已逐渐成型，并支撑
“全业务、全场景、全流程”的数字应用，赋
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2021 年 4月 26 日，湖州公安“反诈一
哥”，即打防电诈一体化应用，应运而生。

“我们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通过不同
渠道把易受骗人群基数变大，再通过‘反诈一
哥’精准宣防，把基数变小。”有着多年反诈
经验的民警杨云飞介绍说，“反诈一哥”也弥
补了湖州公安2019年推出2250000防诈热线
的空白，会打热线的都是有防诈意识的人，

“反诈一哥”瞄准的是那些即将和正在受骗的
群众，并且做到了在几分钟内止付。

今年2月25日是我市第二个全民反诈骗
日，全市启动运行“反诈指数”。反诈做得好
不好，让数据说话。作为当地反诈形势的“晴
雨表”，群众可以像看天气预报一样，通过查
看“反诈指数”，了解当地反诈形势。从“反
诈一哥”到“反诈指数”，全市将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向数字化、智慧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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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见大

织里探索小镇域治理模式

3
以智入治

数字化平台助力智慧安防

“110吗？我要报警，老板不发我工资！”6月14日凌晨，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

织南派出所接到一起报警。接警员一听，这是一起由工资支付引起的劳资纠纷，属

于非紧急、非警务的“双非”纠纷警情。经值班领导研判，立马指派民生服务队前往现

场。经过对双方的耐心调解，一场劳资纠纷15分钟便得以化解。

老百姓“吹哨”，民生服务队报到。像这样的矛盾纠纷警情，织里的民生服务队

几乎每天都能解决数起，而这样的民生服务队在我市已建立了10支。社会治安防控

网越织越密、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越来越高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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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里实现从“乱”到“治”的巨大变化，也是我市
构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一个缩影。

织里镇有中国最大的童装产业市场，年产童装15亿
件，年销售额超700亿元，占全国童装市场的三分之
二，20平方公里的中心镇区聚集了7.5万本地人口和30
多万的流动人口，有着“中国童装之都”的美誉。但多
年来，织里也是全市治安管理工作的“洼地”。

根据织里人财物高度集中、警情案件容易发酵的特
点，织里公安屯警街面、以快制胜，建立“1+10+4+
N”街面快反机制，发挥交巡警与派出所联勤联巡优
势，构建“1、3、5、8”快速反应布防、轻装PTU巡
防、无人机空防、视频盯防、警犬协防的“五位一体”
巡控模式，提升快速反应、现场处置和应急封控能力。

去年以来，织里公安分局在童装市场、商贸中心等
区域建立5个街面智慧警务站，有效提升中心镇区的见
警率、管事率，并通过基础治安要素一屏展示、数据自
动分析研判等，最大限度提升警务效能。

2021年，织里推行“公安+综合行政执法”的运作
模式，构建“城警一体化”六联机制（支部联建、队伍
联训、服务联动、巡防联勤、纠纷联处、执法联助），
实现公安与党政力量的资源集成、优势互补，有效提升
处突合力，街面案件同比下降49.3%。

针对“双非”警情面广量大的压力和“分不出、分
不精准、分后返流”的难题，织里创建“双非”警情分
流处置机制，成立民生服务队，累计分流“双非”矛盾
纠纷警情4383起。

同时，织里积极发动社会力量，推动形成共建共治
共享氛围。

“把200元的租金差额支付好，就可以搬走了。”在
“老兵驿站”调解室内，一起房租纠纷得以成功调解。
原来，织里骥村房东李某和租客徐某因租金问题产生纠
纷。租客在2020年1月17日入住，由于未签订租房合
同且每月交款也未进行记录，导致11月初徐某要搬走的
时候，房东声称还有半个月的房租没有交，而徐某认为
自己已经交到2021年11月17日，双方为此互不相让。

“老兵警长”陈建如和“老兵驿站”老兵吴杨杨了解情
况后，先是对房东现有的账本进行核对，再走访周围群
众，了解房租情况，将双方约到调解室，劝说双方各退一
步，最后按照市场价的一半，租客徐某支付200元的租金
差额。

如今，在织里，“老兵驿站”“平安大姐”“平安公
益联盟”、14 个异地商协会等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织里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有力支撑，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
发挥了作用。

元代诗人戴表元一句“行遍江南清丽地，
人生只合住湖州”，道尽了湖州之美。为守住
绿水青山，我市公安近年来围绕河道、湖泊、
市场、林区、矿区、路段、项目等7个重点领
域，布建“七大生态警长”。陶林龙就是其中
一位“水库警长”。

沿着安吉县孝丰镇赋石水库，仰望叠峦群
峰，云在翠竹之间穿行。可陶林龙却没有心思
赏景。他紧盯着手机上的“生态卫士”掌上智
能应用系统，找寻着目的地，“刚通过系统看
到，水库边出现一个形似抓捕野生鸟类的工
具，我得马上去核实一下。”

这套智能系统，直接链接安吉县的333名
“生态警长”，紧盯野生动物猎捕、运输、交
易、餐饮等各个违法环节。“果然有工具！”半
个多小时后，陶林龙按相关规定处理完工具
后，终于有时间俯瞰壮阔竹海。

事实上，库区美丽的背后，也曾经历阵
痛。这两年，“露营风”火了之后，库区成了
网红打卡地，游客纷至沓来，带来遍地垃圾和
人为破坏的同时，治安、交通管理压力也陡然
增大。

2020年，水库边建起一间红砖黑瓦的二
层小楼，陶林龙也有了一个“新身份”——生
态联勤警务站站长。“别看这座小楼面积不
大，可它的作用却不小。”陶林龙介绍，它不
仅破解了环境监管过程中执法力量薄弱、部门
协调难等问题，也成为行刑衔接机制的落地
点，凝聚行政部门和公检法各方合力，打通基
层生态环境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对水库的重点整治终于顺利开展，陶林龙
联合环保、水利、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巡
逻、宣传、清理库边垃圾，并指导村里开展规
范性经营，采用铁丝硬隔离、限流、开辟茶
园、山谷营地，有力保护了饮用水源地。随之
而来的是，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上
升50%，报警数同比下降32%。

吴兴区红丰市场生态联勤警务站，主打
“放心菜篮子”；南太湖黄金湖岸生态联勤警务
站，主打“守护太湖”；织里乔溇生态联勤警务
站，成为长三角首个跨省生态联勤警务站……
从治安绿洲走向生态治安，全市公安走得坚定
而从容，一个又一个符合地域特色的生态联勤
警务站相继落成。

“水库警长”在安吉县赋石水库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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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莫干派出所所长潘海萍讲解“莫干数字治理一张图”“城警联勤”民警在调解矛盾纠纷

“老兵警长”陈建如组织老兵到辖区宣传防诈

织里公安分局织南派出所民警梅文杰成功调解纠纷

近年来，我市群众对社会治安防控的安全感、满意度越来越高。2021年，湖州市民的安全感97.9%，
排名全省第三；满意度97.83%，排名全省第二。记者进行了走访——

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的湖州“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