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三 石

本报讯 “炒制区温度高，
可燃物要保持1.5米以上安全距
离。”日前，安吉县消防救援大
队联合农业农村部门，来到润
昕茶厂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发
现该茶厂存在疏散通道堆放茶
青、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等问
题，立即指导企业进行整改。

随着春茶采摘季到来，连
日来，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采
茶季消防安全集中检查行动，
全力筑牢春季防火安全网。

其间，各检查组针对茶叶
分拣、茶叶炒制、烘干、包
装、储存寄递及采茶工人食宿
场所的消防安全制度建立，消
防设施是否完好、疏散通道是
否通畅等问题开展集中检查，
并着重针对采茶工人住宿场所
的房屋耐火等级普遍较低、人
员居住密度大、人员消防安全
意识薄弱等问题进行细致检
查。对存在的隐患问题，各检
查组及时督促茶厂管理人落实
整改责任，并持续跟进，做好
闭环整治，严防发生火灾事故。

消防检查护航春茶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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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上茶山

记者 俞黎新

本报讯“启航，新的力量，追
逐最美的梦想；迎着光，警色年华
共赴万丈理想……”近日，一首名
为《启航》的歌曲在湖州公安青年
民警中传唱。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
是去年毕业的新警张闻天，他说，

“在市警校集中学训期间，学校非常
注重对新警专业特长的挖掘，并帮
助他完成了这首原创歌曲的创作。”

近年来，市公安局深入贯彻落实
省公安厅“全员人才”计划一号素质
强警工程和“青蓝工程”建设部署要
求，聚力打造卓越的公安新警队伍，

创新人才培育新模式，制定印发《全
市公安机关新警“1+3+36”培育方
案》，注重对新警的全方位管理，帮
助其快速成长、迅速蜕变。

何为“1+3+36”培育模式？湖
州公安介绍，“1”是公安院校毕业
新警在市警校开展1个月理论知识课
程及警务实战课程的集中学训；

“3”是3个月在监管场所、交警岗
位、基层派出所的轮岗实践；“36”
是聚焦新警成长第1年“笋芽期”、
第2年“竹笋期”和第3年“翠竹
期”，为毕业新警制定完成“一人一
档”36个月培养计划。

“我们立足青年民警成长特点，

在36个月跟踪培养期间，全面加强
专业训练和精准育才。”市公安局组
织人事处介绍，为了培育青年民警
成才，湖州公安打出组合拳：一是
导师制帮扶，为每名新警选好政
治、业务、执法 3 位导师，落实

“传、帮、带”措施，全力扣好从警
第一粒扣子；二是针对性培育，对
专业特长突出、现实表现优异、有
培养潜力的新警调整至适合发展的
警种部门，进行针对性培养；三是
实战化培训，科学制定新警年度培
训计划，针对性开展专题培训和专
项比武，分主题、分警种不定期开
展小班化业务能力培训。

谭淇晟是2022年毕业的新警，
3年来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研判
与数据分析，迅速成长为湖州市公
安局的刑侦骨干，多次参与全市、
全省比武，在全市刑事技术技能大
赛新型比武中获个人一等奖，在全
省电信网络诈骗研判比武活动中获
个人二等奖。

此外，湖州公安着力打造新警最
有感的成长生态环境，积极完善新警
使用管理，为优秀青警人才在服务公
安工作现代化先行中找到适合自己的
成长场景、发展气候和创造舞台。今
年以来，共有16名3年内新警入选市
级教官库和“笔杆子”人才库。

创新“1+3+36”培育模式
湖州公安为新警定制“成长套餐”

记者 王艳琦

开车上路，谁都不想遭遇交通
事故，可一旦事故发生，赔偿责任
的划分成了让人头疼的难题。近
日，叶女士就碰上了这样的烦心事。

几天前，叶女士驾驶小型轿车行

驶至红绿灯处时，由于未及时避让，
与一辆非机动车发生碰撞，导致非机
动车驾驶员受伤。事后，交通管理部
门迅速展开调查，并出具了交通事故
责任认定书，认定叶女士负主要责
任，非机动车驾驶人负次要责任。

“我之前为车辆购买了机动车强
制保险及商业保险，这种情况下，
赔偿责任究竟该如何界定？”第一次
发生交通事故的叶女士有些慌乱，
为此，她找到本报“法律帮帮团”
栏目向律师求助。
律师解读：

浙江汉本律师事务所
贡珑妍律师
首先，在这起交通事故中，交通

管理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认定叶女
士负主要责任、非机动车驾驶人负次
要责任，这成为确定赔偿责任的核心
依据。我国交通事故处理中，主次责
任赔偿比例通常为70%和30%，但实
际会依据事故具体情形，如双方违规
行为的严重程度等进行调整。

其次，赔偿顺序及范围有讲究。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条例》，叶女士车辆的交强险将在责
任限额内优先承担赔偿责任。目前交
强险责任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为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8
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 0.2 万
元。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将由叶
女士购买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按责任

比例进行赔付。商业险的赔付范围包
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
费、残疾赔偿金以及其他合理费用。

最后，如果仍有不足，叶女士需
按责任比例个人承担剩余部分。但若
商业险保额足够覆盖，则无需个人支
付。当然，保险公司可能对部分索赔
项目进行审核，剔除不合理费用。因
此，建议叶女士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报
案，提交完整索赔材料，并保留事故
相关证据和医疗票据。

综上所述，叶女士的赔偿责任
将由交强险和商业险共同承担大部
分，个人仅需在保险覆盖不足时按
责任比例承担小部分费用。具体金
额需根据实际损失计算。

出了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咋划分？
律师：按照责任认定，先保险后个人

记者 王艳琦

本报讯“你看，这是我的摆摊
资格证，拿到的时候可激动了，真
是太感谢他们了！”日前，在德清县
市心府南门摆摊的一名摊主指着流
动摊车上信息公式区域处张贴的资
格证，嘴角止不住上扬。这张资格
证的背后，是德清县创新探索疏堵
结合治理模式的生动实践。

面对城市治理与民生需求的平
衡难题，德清县以闲置土地盘活和
精细管理双轮驱动，全面护航“微
经济”健康发展，构建起覆盖城乡

的便民服务网络，实现城镇治理与
民生改善同频共振。目前全县已形
成38处服务点位，设立309个特色
摊位，日均服务居民超万人次，涵
盖早餐供应、生鲜果蔬、手作工艺
等民生业态。

在阜溪街道工业园区，执法部
门针对职工就餐购物难、流动摊贩
占道等问题，创新建立“规划+服
务+监管”全链条管理模式，科学划
定青春路临时经营区，建立从业人
员“三核查”备案机制，通过公开
抽签分配40个标准化摊位。同步成
立临时摊点管理小组，推行“徒步

巡查+分段值守+错时管理”动态巡
检，使园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显著
提升，形成15分钟便民生活圈。

新市镇仙潭市场周边则实施
“潮汐式管理”破解通行压力。根据
居民消费时段和交通流量，每日5时
30分至 8时开设“绿色助农通道”
方便农户直销，18时至 23时转型

“夜宵市集”打造特色餐饮场景。通
过时空分流和门前三包督导，该区
域在保障道路畅通的同时，实现城
市管理与民生服务的有机统一。

武康街道创新“精准滴灌”治
理模式，通过社区调研绘制“民生

需求热力图”，在适宜区域设置21个
便民摊位。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报
名信息，实行摊主资质审核和驾照
式考核管理，重点布局自产果蔬、
便民早餐、小修小补等群众急需业
态。两轮摊位申请已吸引众多合规
经营者入驻，有效满足周边居民生
活需求。

目前，从工业园区的全链条管
理到居民区的需求导向型摊区，德
清已形成政府引导、商户自治、群
众监督的共治格局，持续带动灵活
就业，实现了城镇提质与民生改善
的“双向奔赴”。

便民“微经济”点燃城镇“烟火气”

清明假期，南浔古镇景区人声
鼎沸。南浔区公安分局科学调配警
力，发挥精准巡防优势，对景区内
风险拥堵点位加强巡查，并做好人
流疏通、交通劝导工作。

记者 三 石 通讯员 孙绍吉 摄

守护平安

吴兴区人民法院菰城法庭干警日前前往菰城村茶山，实地查看
采茶流程，与采茶工进行了一场茶事法律知识互动。针对茶农在采
茶过程中关心的劳动合同、权益保护等法律问题，法院干警用乡音
方言一一进行解答，以零距离普法护航茶产业发展。 记者 邱瑭 摄

记者 宏 源

本报讯 眼下的吴兴区妙西
镇茶山叠翠，采茶工们穿梭于
茶垄间。近日，该镇妙山村茶
场负责人老张舒了一口气，一场
因气温导致的用工纠纷，在镇综
治中心“采茶季工作组”介入
下，不到24小时便达成补偿协
议。“气温异常导致青叶减产，
采茶工们刚来就想走，多亏工作
组来得及时。”老张感慨。

作为年接待量突破145万人
次的旅游强镇，妙西镇不断探
索完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
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景区新
时代 “枫桥经验”，创新多元共
治的新格局。今年，该镇成立
由司法、劳动保障等部门和志

愿者组成的流动调解队，通过
“日巡+夜访”机制，将法制宣
讲、矛盾调解、应急处突等服
务延伸到田间地头，构建起农
户、村委、企业三方联动的解
纷网络。前不久，泉韵轩调解
室收到村民致谢锦旗，其化解
的一起经济纠纷从受理到结案
不到2天。

针对涉旅纠纷涉及多个执
法部门而游客又因停留时间
短、期望快处快结的实际情
况，妙西镇建立“7＋X”联勤
模式，融合网格员、平安志愿
者、家园卫士等队伍，根据涉
旅纠纷类型，相关人员第一时间
介入调解，提升调解工作实效。
如清明假期期间，某民宿纠纷
在游客登车前1小时成功调解。

多元共治绘就新“枫”景

记者 王艳琦

本报讯 湖州市检察机关破
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专业指导
组日前赴德清县检察院召开首
次研讨会，针对一起污染环境
疑难案开展“靶向指导”。指导
组全面分析案情、梳理证据，
围绕危险废物认定、证据标准
等核心问题深入研讨，同时集
中研判非法狩猎、非法捕捞等
案件的法律争议点，为案件办
理提供系统性方案。这是我市
检察机关成立刑事检察专业指
导组后，以专业化力量破解办
案难题的生动实践。

今年2月，我市出台《湖州

市检察机关刑事检察专业指导
组工作方案》，组建重大犯罪、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职务
犯罪、金融犯罪、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5个专业指导组，为刑事
检察工作提供精准“智囊”支
持。各指导组由全市刑事检察
业务骨干组成，通过个案指
导、类案研讨、专项培训等形
式，推动疑难复杂案件办理质
效提升。

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通过定期会商、
跨部门协作、同堂培训等方
式，着力打造专业化刑事检察
队伍，为高水平法治湖州建设
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专业指导破解办案难题

记者 弈 轩

本报讯 吴兴区公安分局爱
山派出所日前接到一条预警指
令称，市民沈女士正遭遇电信
网络诈骗。当民警和预警员到
达沈女士家后，发现沈女士仍
偷偷与骗子联系。面对警方的
劝阻，沈女士不愿透露任何信
息，坚信对方不会骗她转的钱。

眼看沈女士执迷不悟，民
警向她分析了此类诈骗的手段、
套路，耐心地对其开展反诈宣防
教育，并结合近期相关案例逐一
分析给沈女士听。经过长达3个
小时的沟通，沈女士才幡然醒
悟，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沈女士说，她在网上认识
了一名好友，经过一段时间的
交流逐渐熟悉起来。于是，对
方开始介绍自己平时的投资项
目，并晒出收益截图。看着沈
女士半信半疑，对方甚至将自
己投资平台的账号及密码都告
诉了沈女士。之后，沈女士对这
位“好友”深信不疑，并按照对
方要求下载了相关软件。想到投
资项目稳赚不赔，沈女士心动不
已，便向对方转账30万元。

就在这时，警方根据接到预
警指令，第一时间采取行动立
刻，将沈女士的银行卡冻结。
沈女士对民警和反诈预警员及
时止损的行为，表达了感谢。

劝说3小时止损30万元

记者 俞黎新 通讯员 王英慧

本报讯 4 月 6 日清晨，安吉
“余村原”景区竹林里传来锄头与泥
土碰撞的窸窣声。村民王师傅蹲下
身子，拨开湿润的竹叶，一锄头下
去，嫩黄的春笋破土而出。“现在挖
笋成了新行当，游客抢着体验，一
天能接待十几拨人。”他笑着说。在
这片竹海，如今正通过一根根春笋
撬动绿色经济——今年仅挖笋体验
项目，日均吸引游客超百人，带动
周边农户增收3成。

游客多了，村民收入涨了，离
不开公安民警的守护。在“余村

原”景区，一支由大余村生态警务
联勤共治工作站民警、老护林员和
生态义警组成的巡山队伍每天穿梭
于翠竹之间，守护着竹林的安全。

眼下，“中国竹乡”安吉通过创
新产业链、发展林下经济、融合文
旅业态，让竹林成为富民强县的

“绿色银行”。从破土而出的春笋到
高附加值的竹纤维制品，当地通过
生态警长机制串联起对竹产业全链
条的保护。

安吉县公安局灵峰派出所生态
警长袁展超的巡山记录本里，记录
着竹海变迁：过去巡查重点是防范
盗伐，如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产

业。他与队员每日穿梭在数万亩竹林
中，为竹荪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
帮林下养殖户对接销售渠道……在横
溪坞村，村民采收竹荪日均收入超
百元，“生态警长+林下经济”模式
已覆盖全县，带动数千农户户均增
收数万元。

鄣吴镇一家“非遗工坊”内，
竹丝在指尖翻飞，曾经的涉毒人员
李明（化名）正专注制作竹扇。“现
在月入 3 万元，比走歪路踏实多
了。”他打磨的扇骨通过直播间飞向
全国。据悉，鄣吴派出所联合禁毒
大队打造的“非遗工坊”已培育42
家， 1200 余名从业者年均增收

30%，制扇产业年产值突破300万
元，让传统技艺成为戒毒帮扶的新
载体。

多年来，法治力量为竹海筑起
立体防护网。42名生态警长每月巡
查18.6万亩竹林，通过无人机、红
外相机监测生态安全。针对竹产业
创新推出的“浙里安芯”保护体
系，已为28家企业建立专利保护机
制，截至目前已协助相关企业挽回
损失200万元。此外。安吉公安还
深化“地瓜经济”增值服务体系建
设，常态开展境外投资企业风险提
示工作，助推安吉绿色家居品牌

“出海”。

安吉为竹海织密立体防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