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张彪）通海县进一
步加快淘汰关闭矿山的地质环境恢复，
经过3年的努力，植树造林600余亩，为
杞麓湖径流区8座关闭矿山披上绿装。

位于杞麓湖南部面山的香箐沟，
昔日悬崖峭壁、乱石成堆的采石场已
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峭壁变缓坡、
坑道乱石堆变平地，在这些通过生态
恢复治理的山地上，一片片新种植的
圆柏和冬瓜树长势良好，树高最高 2
米多，矮的约1米，种植的树木既涵养
了水源，绿了荒坡，也为当地的水土保
持奠定了基础，有效控制了因雨季造
成的水土流失。

2017年，通海县严格按照省、市淘
汰关闭矿山的相关规定和程序要求，关
闭了杞麓湖径流区内的8座矿山、采石
场，拆除了开采、破碎等设备，清除了开
采区域的悬崖峭壁，填平了开采后留下
的坑道，彻底消除了矿石、采石场的环
境安全和地质灾害隐患。县林业草原部
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关闭的废弃矿
山、采石场铺上肥土，进行植树造林，还
青山绿水本来面目，进一步促进了杞麓
湖面山和径流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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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强”平安不出事

“我们红山社区的安全稳定离不开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的创建，离不开警
企联动，派出所与我们企业联防、联治、
联控，共同维护矿区安全与稳定。”提起
戛洒派出所，在大红山社区投资立业的
四川致中致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梅海东竖起了大拇指。

作为玉溪市“十大工业强镇”之一的
戛洒镇境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针对矿
区爆炸物品使用量大，矿区流动人口多、
人员结构复杂等特点，戛洒派出所建立
企业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治安管理员、
爆破作业人员四级责任制，并采取先登
记后上岗、规范生活区和夜市摊经营活
动、购进无人机高空巡控等管控措施，有
效预防各类案件发生，走出了一条具有
戛洒特色的民爆物品管理之路。

“通过一系列强有力工作的开展，
大红山社区和铜矿生活区的社会治安
良好，案发率明显降低。”戛洒镇大红山
社区党总支书记普华金介绍。近两年
来，“两矿”流动人口不断增多，现已达
20000余人；民爆物品使用量逐年增大，
2020年来使用炸药 4193.7吨、雷管 122
万余枚、导火索 93.7万余米，但戛洒镇
大红山矿区实现了“命案”和其他刑事
案件“零”发案，矛盾纠纷不出村。多年
来，矿区无民爆物品丢失、被盗、炸响案
（事）件发生。

2018年以来，全所上下一心，全力
以赴做好保稳定、护安全、降发案、惠民
生、促和谐各项工作，辖区社会综合治
理能力显著提升，和谐稳定的治安大局
进一步巩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
提升，取得了“两降三升两零案”的好成
绩［两降即接警数下降、可防性案件下
降；三升即破案数上升、人员打处数上
升，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上升；两零即
涉爆恐案和群体性案（事）件零
发案］。

2019年，戛洒派出
所依托党员民警驻
村下寨，联合司法
所共调解矛盾纠
纷421起，调解成
功率 98%。2020
年 1至 7月共调
解 208 起，调解
成功率100%。两
年来，18个村（社
区）中 6 个村（社
区）实现案件零发
案，4 个村矛盾纠纷
下降，13个村实现矛盾
纠纷不出村。

为构建一个平安和谐的辖
区环境，戛洒派出所以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为龙头，创新打击违法犯罪工作机
制，加大破案攻坚力度，举全警之力做
好突出违法犯罪防范打击、治安乱象清
理整治。近3年来，共整治治安乱点（乱
象）3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 13个
52人，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439人。

通过强有力地打击整治，辖区刑事
案件、治安案件数逐年下降，实现“平安
不出事”从口号向实效有力转化。

速度“快” 24小时见人亮灯

戛洒派出所细密编织“四张网”，筑
造了一道道基础坚固的治安“防火墙”，

做到了 24小时见人亮灯，快速解决矛
盾纠纷，让辖区内村寨群众安心、企业
舒心、镇党委放心。

构建警企村联合“防控网”。由县公
安局党委和镇党委推动，构建警企、警
村、村企共建共治共享“1+1+1+N”机
制，大红山铜、铁“两矿”招聘 200名保
安和 30名内部人员，由戛洒派出所社
区民警组织辅警、社区治保会和企业内
保组织、保安及安全员建立以“联席、联
动、联防、联调”为主要内容的联防机
制，整合警、企、村防控资源，以社区为
大网格，党总支书记为大网格员，在各
村小组，企业内部各确定 1名网格负责
人和 1名网格员，把街面巡逻防控网、
社区防控网与企业内部单位防控网交
织建设，群防群治“1+1+1＞
3”效应得到充分体现，
有力增强了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构建街面
户 户“ 联 防
网”。戛洒派
出 所 按 照

“住户相邻、
邻里守望”
的原则划分
责任片区，与
临街商户业
主、单位负责
人签订《联户联
防联包协议书》，推
动临街商户业主、单
位遇事互通电话，白天邻
里守望，夜间开展民警、辅警
巡逻防范和商户自防，积极动员临街商
户开通网联报警系统。近3年来，实现街
面入室盗窃等可防性案件大幅度下降。

构建接边地区“防控网”。戛洒镇积
极与各接边地区建立联防联

调、与周边派出所建立警
务协作，每年轮流召
开接边地区联席会
议，开展就近出警
协作机制、交流
经 验、互 通 信
息、相互协作推
动接边地区情
报互通，共同
调处接边矛盾
纠纷，实现共治
共管共享。今年

来，共解决接边矛
盾纠纷 15 起，相互

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
10人，破获刑事案件 8起，

缴获海洛因30斤，运输毒品车
辆1辆。

织密科技“防控网”。在戛洒 2.7平
方公里的中心集镇建成高清摄像头110
个，“三位一体”卡口 1套，视频卡口 8
道、人脸采集设备 2套；民爆物品储存
仓库安装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和红外线
报警系统，在井下作业点安装末端视频
监控，实现了前端末端“全境式”控制。
进一步整合褚橙庄园等 56家单位、企
业、沿街商户和哀牢山景区的 500余个
监控摄像头资源，实现公安机关视频监
控“独眼龙”到“全民眼”的转化；建成辖
区最大的“红山苑”智慧小区一个，10年
来，2000余户住户实现零发案、零矛盾。

为有效提升旅游景区应急处置和
救援服务能力，戛洒派出所持续在应急
处置能力上主动发力。2017年6月30日
建起一支由派出所、交警、消防、景区、卫
生和当地村民等人员组成的花腰傣救援
队。该救援队自成立以来，在统筹做好辖
区旅游景区景点突发性案（事）件应急处
置和救援服务的同时，实现全方位、零距
离服务游客，共处置游客报警求助案
（事）件58件，服务外地游客15人。

温度“暖”服务群众“不缺位”

7 月 12 日晚 10 时 30 分，戛洒派
出所接到一起报案：一男一女在路上
发生激烈争执，为防止双方矛盾升
级，民警将两人带到派出所详细了

解情况，得知两人是因子
女 抚 养 问 题 产 生 争

执。民警对两位当
事 人 分 别 做 工
作，促成当事
人双方最终
达成子女抚
养协议。

“矛盾
解决后，我
们 还 进 行
了 随 访 跟
踪，安排群
防群治组织
到双方家中

了解事情的后
续进展，并对当

晚在场的当事人小
女儿进行心理疏导。”

民警刘波说。
2020年来，戛洒派出所民警共参与

化解矛盾纠纷 208起，缉枪治爆、扫黄
禁赌博等宣传 460余场次，交通劝导
860余人次，收集民意、为民办理户籍等
相关业务106条。

开展户籍业务办理预约服务、周
末和赶集日延时服务、彝语傣语双语
服务、上门服务，开通孤寡老人、残疾
人、学生、农民工绿色服务通道……群
众的需要，就是戛洒派出所民警的职
责所在。

在戛洒镇的 18个村（社区）均设置
警务室，配齐办公所需设备，由社区民
警、辅警、治保、调解和司法调解员合署
办公，为群众咨询、预约和办理、调解相
关矛盾纠纷提供便利。

18名民警和 20名辅警长期驻守
18个村（社区）警务室。青树社区、红
山社区警务室针对社区远、事情多的
特点，采取民警+辅警 365天驻守社区
警务室共同参与社区管理模式。治
保、调解主任等力量下沉辖区各小
组，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案
件防控、扫黑除恶宣传、交通劝导、

“一标三实”信息采集、民情民意收
集、为民预约办理户籍业务等工作，
打造永不下班的服务窗口，切实做到
服务“不缺位”。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
缺位”这一理念，在戛洒小镇里演奏出
一首首警民连心、齐抓共治、和谐悦耳
的平安交响曲，“枫桥经验”在戛洒镇开
花结果，“枫桥式公安派出所”落户傣家
小镇，更是助推戛洒派出所服务群众、
管好辖区、再创佳绩、再添新“警”色的
最好契机。

戛洒派出所被省公安厅命名为玉溪唯一一家“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服务好群众 管理好辖区
本报记者党晓培贾云巍 通讯员适甜甜文/图

今年4月，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公安局戛洒派出所被省公安厅命名为玉溪市唯一一家“枫桥

式公安派出所”，同时被玉溪市公安局命名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示范教学基地”和“玉溪市公安

局社区警务示范教学点”。

近年来，戛洒派出所继承和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

缺位”的总目标，立足本地注入派出所警务的“戛洒元素”，积极探索和创建群防群治“3+N”新模

式，筑牢治安防控网，警力下沉延伸服务触角，基层基础管理工作从“公安治安”向“全民治安”转

变，从“打防管控”向“防控管打”转变，切实提升基层治安防控能力，推动“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在

花腰傣之乡戛洒小镇落地生根。

图片故事

“锄来”彝语为过小年的意思。7
月14日（农历五月二十四），是彝族支
系仆拉的传统节日——“锄来节”，在
这一天，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洼垤乡的仆拉群众身着盛装，在欢声
笑语中庆祝美好的节日，载歌载舞迎
接远方的客人。

为感谢长辈和亲友们对晚辈的关
心厚爱，年轻人迎接“锄来节”的第一
件事就是拜访长辈，听老人们讲过去
的故事、村子的变化，共同
展望美好的明天。

“锄来节”也是彝
家哥妹互表情意的好
日子。在过去，彝家汉
子有了心仪的姑娘，
要从女方家中“抢回
来”才能算作结婚的对
象。而女方家也会早

早地开始舂粑粑、磨豆子，为新娘准备
要带走的粮食。

“锄来节”期间，罗垤文艺队在广
场上跳起了烟盒舞、唱起仆拉小调，大
家用优美的舞姿跳出节日的快乐，用
动听的旋律唱出生活的美好。夜幕降
临，村民和客人们聚集在广场，欣赏文
艺队带来的歌舞晚会，四弦弹起来、小
调唱起来，大家用火一样的热情歌颂
着“锄来节”的到来。

本报通讯员
王钇涵文/图

仆拉群众欢度“锄来节”
关注

本报讯（记者 党晓培 通讯员 陈
猛）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公安局于
2016年在玉溪市率先建成民爆物品
末端监控系统，自系统研发应用以来，
已实现对全县爆破作业现场全覆盖远
程监管 320余次，及时发现和整改各
类安全隐患60余起，辖区10家民爆物
品从业单位及所有储存库（点）均实现
了“不流失、不炸响、零事故”的目标要
求，确保了风险有效管控，不仅提升了
安全监管效能，同时节省了大量警力。

近年来，新平县戛洒大红山、扬武
鲁奎山两大矿区开采和玉磨铁路、大
戛高速公路等重点工程开工建设，民
用爆炸物品使用量逐年递增。目前新
平县共有民爆物品从业单位10家，储
存库（点）及作业现场等共 538个，末
端管控难，用警成本大。针对监管工作
的新挑战，新平县公安局以信息化建
设和科技强警战略实施为契机，组织
专班多次深入民爆公司调研、论证，推
出了“互联网+民爆物品监管”措施。
综合运用GPS定位、视频监控等科技
手段，实现了储存、运输、作业全流程、
无盲区监管，补齐了末端监管难题。

在全程规范监管中，全县16家民
爆仓库的视频监控全部接入警务视频
综合平台，市、县、乡（镇）三级公安机
关均可实时巡查监督人员值守、巡逻
防护、领退物品登记、车辆出入库等情
况。全县10家民爆物品从业单位的19
辆运输车辆安装定位仪和摄像头，实
时精准掌握运输车辆动态信息。作业
现场全程视频监控，监管民警根据平
台画面对爆破作业关键环节进行重点
监控。根据《爆破作业现场操作规范》
要求，在爆破作业现场的保管员、爆破
员、技术员、安全员、押运员分别着五
色静电服装，监管民警从远程视频中
能清晰分辨，提升了监管效能。

民爆物品
末端监控系统
提升监管效能

四周青山环绕，树林茂盛，在大山
中的一块平地上，建起了一块绿茵如
毯的足球场，孩子们正在大山深处的
这块“绿毯”上进行着一场校园足球
赛。这是近日记者在新平彝族傣族自
治县新化乡老五斗小学看到的一幕。

随着一声哨响，一场欢乐的校园
足球赛正在这块新建的足球场上演。

“以前都是在泥地里踢球，每次踢完球
都是一身的泥，而且原先的场地也不
平整，每次都会摔跤。”老五斗小学五
年级学生方学俊说，“现在有这块场
地，我就可以更好踢球了。”

“老五斗村比较偏远，学校的条
件也相对较差，这里的学生大部分都
是彝族孩子，都比较喜欢踢足球，但
是原先这里只有一块泥地。”老五斗
小学校长张文说，现在的这块足球场
是在原先的泥地上改造出来的，今年
4月开始施工，6月完成了人工草地
的铺设，现在已经能够满足孩子们日
常活动的需要，目前还剩部分围栏未
完成施工。

“足球场还满足了学校 104名学
生早操、课间操、体育课和晚间活动的
场地需求。我们成立了足球社团，现在
已经有30个学生参加。”张文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玉溪市以 9
月底新建 252块足球场为任务目标
和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全市足球场地
设施建设进度，按照统一组织、统一
筹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
管理的“五统一”建设模式，充分利用
绿地公园、校园空地，挖掘非标准足
球场建设空间，完善足球场地设施建
设规划。

目前，玉溪市在已投入市、县两级
体彩公益金1447万元的基础上，成功
申报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重点
推进城市等项目，争取到中央、省级补
助资金3880万元建设足球场地设施。
截至 7月初，全市已开工建设足球场
地 223块，其中社会场 103块，校园场
120块。

本报通讯员曾永洪刘黎
本报记者党晓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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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麓湖径流区
8座关闭矿山披绿装

大山孩子圆了足球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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