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口有监控探头，路上有警察巡逻，小
区有社区民警，节假日里特警巡逻不断，民警
挨个入户走访，路上还有交警巡查，白天见警
察，晚上见警灯，让我们感到很安全、也很放
心。”家住宜川县丹州街道凤翅山社区的居民
刘春梅对县城周边的平安获得感很满意。

刘春梅的切身感受，实际上是宜川县公
安局为进一步深化“一村一警”长效工作机
制，正在全面推行、全力推进的“雪亮工程”

“夜间网格化大巡防机制”和“三警联动”应急
响应机制。目前，全县各乡镇安装“天翼看
家”监控点位 859个，接入公安视频监控平台
596个；建成公安视频监控探头 199个，卡口
103个，安装人脸识别系统 19套，全县社会面
视频监控达2507个（城区主要部位、路段视频
监控全覆盖），视频监控由城区重点部位向各
个角落和农村延伸。

为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
“枫桥经验”在宜川开花结果，宜川县公安局通
过深化“一村一警”长效工作机制，统筹推进

“百万警进千万家”、“三警联动”应急响应机
制、夜间网格化大巡防机制、“公安+N”联调机
制，做到最大限度下沉警力，推动警务工作中
心下移，把“打防管控服”基础工作的触角延伸
到村（社区），提高村（社区）见警率和管事率，
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2021年3月20日一大早，宜川县公安局秋
林派出所接到驻村民警电话，称宋家村俩村民
因果园道路交通问题发生纠纷，希望派出所能
够出警。事情起因是宋某与宋某某两家的果园

紧挨，为“地邻家”，宋某家的苹果成熟后要运送
出去，必须经过宋某某家的苹果园，而宋某某家
的果园内又没有道路，宋某运送自家苹果经过
宋某某的果园不仅要占用宋某某的地而且会伤
及其苹果树，双方因此发生矛盾纠纷，虽经过村
委会多次调解但问题仍未能解决。

面对这一情况，秋林派出所及驻村民警
立即启动“三级联调”调解机制，由宋家村村
委会、秋林镇政府和秋林派出所及驻村民警
三方组成调解小组，前往双方当事人家中进
行调解，通过村委会负责人讲情理、镇政府干
部讲政策、民警讲法理的调解方式，经过两个
多小时耐心细致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和
解协议，并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调解只是手段，化解矛盾才是目的。要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事拖
大。”秋林镇宋家村驻村辅警崔玉琴说。

“枫桥经验”的精髓在于“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问题”。宜
川县公安局把握这一精神实质，将“一村一
警”长效工作机制打造成“枫桥经验”在宜川
的生动实践。

庄头行政村之前是宜川县一个典型的贫
困村，基础设施落后，人员情况复杂。针对这
一情况，宜川县公安局充分发挥“一村一警”
的作用，派出一名专职驻村民警，通过走访摸
排村内黑恶乱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开展

“知法、尊法、守法”普法教育，提高了村民们
维护稳定的自觉性，增强了庄头村的社会治
理和平安建设。2021年庄头村未发生一起案

件。同时，积极争取各级扶持项目，维修饮水
池1座、修建垃圾仓2个、硬化巷道1700米，通
过网络、微信等渠道销售苹果、十字绣、鞋垫、
布鞋和五谷杂粮等产品，帮带脱贫户14户，一
般农户30户，拓宽了村民的致富渠道。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宜川群众形
象地说：“过去的‘民警动嘴，群众跑腿’变成
了现在的‘百姓动嘴，民警跑腿’。”

据统计，宜川县公安局打造“一村一警”
以来，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已累计为群众办实事 198件，积极倡议 8家单
位为 19名特殊群体儿童爱心助学，联络社会
爱心企业和人士为15名小学生送去了学习用
品、生活用品以及棉衣棉被，为 4名大学生每
年捐款2000元，直到大学毕业，联合县委宣传
部、县慈善协会筹划为 50名家庭特殊小学生
开展社会募捐。

打造“一村一警”长效工作机制，是改善
农村社会治安环境综合治理的最佳路径，也
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平安之基和加强治安防控
的现实之需，更是新时代宜川公安坚持发展

“枫桥经验”，积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的生动实践。初心易得，始终难
守。荆永恒表示，将继续按照“党政认可、群
众满意、民警幸福”的目标，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兑现初心。同时，把“枫桥经验”和
延安精神、“平安延安”创建等紧密结合，进一
步细化完善“一村一警”工作举措，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促进社会全面
和谐稳定，满足群众平安幸福感。

凝聚力量 打造基层警务“新样板”

人勤春来早。桃花杏花盛开的黄河壶口岸边，农民们正在耕种着一年的希望。在田
间地头，你会不时看到这样的场景：民警穿梭田间与老百姓交谈，农民认真听着民警讲解
电信网络诈骗知识，民警脸上流露出的真情与农民脸上的笑容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幅舒
心的警民协作图。自宜川县公安局2020年6月推行“一村一警”新警务模式以来，在宜
川县的农村和社区，这样喜悦和谐的画面随处可见。在这画面背后，藏着一个个感人而
温暖的故事。

“群众的呼声就是第一信号，群众的要求就是第一方向，群众的利益就是第一动力。”在
“一村一警”工作中，宜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荆永恒回答了改善农
村社会治安环境的最佳路径——那就是立足辖区实际，牢牢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神
实质和基本内涵，把“一村一警”长效工作机制打造成“枫桥经验”的宜川实践。同时通过不
断努力，切实做到警情下降、纠纷化解有力、服务优质高效，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
事、服务不缺位”的最终目标。

宜川地处革命圣地延安东南部、
黄河壶口瀑布之滨，国土面积 2931
平方公里，辖 4镇 2乡 1个街道办事
处112个行政村，总人口11.4万。

2019年 10月，宜川县公安局党
委分析研判，认为宜川县的社会治安
状况较好，但群众满意度却不高。如
何践行“枫桥经验”，破解农村治安复
杂、警力不足、群众满意度不高等问
题，实现基层治理的有效探索，成为
摆在宜川县公安局党委面前的一道
难题。

经过长时间的调研，立足县域
实际，2020年 6月，宜川县公安局决
定在全县范围内打造“一村一警”长
效工作机制，以“访民情、解民忧、
化矛盾、防风险、查问题、治乱点”
为宗旨，让机关 125名民辅警下沉
到全县 116个村子和社区，配合当
地派出所民警有效开展基层基础服
务等工作。

为确保“一村一警”工作扎实深
入开展，该局专门成立“一村一警”工
作机构，制定了《宜川县公安局“一村
一警”长效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以警
务室和警务工作站为依托，以全心全
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为宗旨，把创
建“零发案、零事故、零非正常上访、
零黑恶、零黄赌毒、零非法集资”平安
示范村（社区）作为目标，建立分色走
访、重点工作目标、信息登记、领导包
抓、线索转递、联动宣传、考核奖惩七
项工作机制，切实把爱心服务送到群
众身边，把矛盾风险化解在群众身
边，把平安幸福守护在群众身边，努
力实现基础牢、出事少、治安好的工
作目标。

“这是我局‘一村一警’作战图，

每一个标记就是一个行政村对应的
一名警力，做到了警力和辖区的全覆
盖……”在县公安局“一村一警”办公
室，民警李花花指着墙上的作战图向
记者介绍道。

为充分调动驻村民辅警的工作
积极性，该局科学制定了《宜川县公
安局“一村一警”驻村民辅警工作考
核办法》，把社区民警、包村民警、派
出所民警入户走访、发动群众、预防
犯罪和有效管理纳入年度考核，依托

“一村一警”信息工作平台，对民辅警
工作绩效进行整体评价，将考评成绩
与民警表彰奖励和提拔晋职直接挂
钩，对表现突出的先进典型，采取命
名警务室、调解室、警务工作站等，优
先评功重奖、优先提拔使用、优先解
决职级待遇。

宜川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政工室
主任李江龙说：“通过‘一村一警’信
息工作平台，有效激发了村警队伍的
工作积极性，提升了公安机关服务群
众、打击犯罪、保一方平安的能力和
水平。”

如今，在全县广大农村和城市
社区，经常可以看到驻村民警的身
影；核桃树下，年轻的民警与村民并
肩而坐，谈笑风生；农家小院里，警
察阿姨与小朋友在嬉戏……一幅幅
警民和谐图，生动地诠释了人民警
察为人民的宗旨。正如一位民警在
民情日记中写的：“农村虽然偏远，
但职责不能偏离。脚上沾有多少泥
土，心中就沉淀多少感情。”每一名
村（社区）警都用心深耕自己的责任
田，主动融入辖区群众比工作、比干
劲、比水平、比成绩、比作风……已
成为常态。

“您好！我是宜川县公安局‘一村一警’
驻村民警鱼江，请问家里有什么困难需要我
帮助？”在刘家桌村，41岁的民警鱼江正在挨
户走访群众。

鱼江是宜川县云岩镇刘家桌村警务工作
站的一名驻村民警，巡逻防范、协助派出所办
案、排查化解矛盾是他的主要职责。在其随
身携带的警务工作包里，记者看到了他包内
装有工作纪实本、移动警务通、手电筒、警民
联系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册等。

人员到了基层，工作如何开展？很多接
受任务的民警都感到心里没底。辅警孙军芳
说，从 2000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机关上
班，与群众这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少之又
少。刚入村时，确实有点担忧，不知“一村一
警”工作如何着手、如何开展，一时没有头绪。

在得知大家的困惑后，宜川县公安局党
委提出要民辅警与基层群众交朋友、拉家常，
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帮助群众解决所需、所
求、所难等问题。

通过多种形式的联系走访，民警接“地
气”了，在与群众的交往中相互增进了感情，
更在热情服务群众时，深刻领会了“人民警察
为人民”的理念和宗旨。李江龙说：“‘一村一
警’把民警沉到一线、放到村里去，不是摆设
更不是走过场，而是要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
题、办实事。”

“怎样才能让驻村民辅警有解难题的本
领？根据驻点村实际科学确定民辅警驻点十
分重要。”李江龙告诉记者。

在宜川县公安局，民辅警原则上是回原
籍驻村，利用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开展

工作。当然，还得和业务工作挂钩，不同警
种的民警分类实施，要求交警到公路沿线驻
村，刑警到案件高发地区驻村，充分发挥机
关各警种的职业技能和个人动能，增强开展
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贴近性。

科学的警力分配设置，更多地激发了民
警的内生动力，宜川县公安局法制大队驻村
民警刘伟说：“当回到自己生活过的地方，与
村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联系更多了，以
前不熟悉的村里人也慢慢熟了，感情也增进
了。”

“几把玉米值不了几个钱。”听到村民老
刘这么说，老张笑了。就在前几日，宜川县英
旺镇茹坪村村民老张在收玉米时，不小心将
三轮车开到了隔壁老刘家的庄稼地里压坏了
玉米。老刘得知后很生气，老张便来到茹坪
村警务室找驻村民警协调。经警务室耐心调
解，老刘想通了，为了一些玉米和老张生闷气
不值得。

英旺派出所所长付国平说：“派出所民
警根据村警务群的动态，及时掌握村民情
况，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了‘矛盾不
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防止民转
刑、刑转命。”茹坪村党支部书记郝炜鑫也认
为，自从县公安局实施“一村一警”以来，村
里、邻里的矛盾纠纷和打架、盗窃的事儿越
来越少，驻村民辅警的震慑和调解起了极大
的作用。

驻村民警走进基层、走到群众中后，工作
作风有了很大改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有了
大幅提升，自身能量得以充分释放。他们成
为平安建设的宣传员、法律服务的咨询员、矛
盾纠纷的化解员、社情民意的信息员、特殊人
员的帮教员、群众安全的守护员。截至目前，
宜川县公安民警共走访群众 7560户（次），征
求意见建议 23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5起，
为群众办实事198件，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
幅提升。

让“枫桥经验”在丹州大地开花结果
——宜川县公安局打造“一村一警”长效机制纪实

记者 贾志敏 通讯员 李花花

夯实根基 勾勒百姓平安“新蓝图”

全面推进 聚焦治安防控“新动能”
“真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帮我解决了户口难题，还把户口本送到家。太

感谢咱驻村民警了！”手里捧着崭新的户口本，宜川县丹州街道甘义沟行政
村村民袁刚子脸上笑开了花。这是宜川县公安局推行“一村一警”长效工作
机制在当地开花结果的一个小小缩影。

为何打造“一村一警”工作机制？荆永恒表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
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一村一警”的创建实施，既提高了农村和社区见
警率、管事率，又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真正实现了人民警察守护群众的安
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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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讲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助力乡村振兴

● 开展“九率一度”问卷调查，征求群众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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