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体防控 违法犯罪无所遁形

警随企动 护航新质生产力

源头治理 破解群众急难愁盼

精准施策 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榜样引领 争先创优激发活力

“我是分局指挥室，玉带正街某烧烤摊有
人打架，请你站路面巡逻警力立即前往处置。”

5月17日晚11时许，硚口区公安分局凯德警务
站闻令即动，正在附近巡逻的2个车组仅用3分

钟就赶到现场，民警夏巨溶、黎忠，辅警罗志平、
周正协同配合，快速将行凶者夏某、张某控制。

两江交汇、三镇鼎立、百湖连珠。近年来，武汉
公安结合武汉地域特征和实战需求，按照“全警参
与、全域覆盖、全时响应”的思路，整合市区特警、巡
逻、快反等多方力量，完善市区街、队所站协同配合、
联动策应、一体作战的社会面巡控机制，持续打造立
体化、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及时
回应群众求助，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被公安部命
名为首批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警力跟着警情走。根据社会治安态势，武汉公安
按照“总量不变、分类勤务、动态布警、平战结合”的原
则，不断优化社会面巡控单元和等级化勤务，以街面
警务综合服务站为主体，规范警务站巡逻值守点、特
警武装驻巡点、机关民警夜巡点、分局快反巡逻车组、
水域岸线巡控单元、地铁巡逻小组等 11 类巡控快反
力量、1091个巡控单元勤务，通过路面“整体巡”、水岸

“潮汐巡”、空中“鹰眼巡”、轨道“站区巡”，构建起水、
陆、空、轨“四巡一体”的立体化防控网络，确保接处警
和服务群众“再快一分钟”。

从一起电诈陈案线索入手，4月底，武昌警方侦研
一体、抽丝剥茧，成功打掉一个“杀洋盘”诈骗窝点，刑
事拘留24人。

守护平安，既要处得快，更要打得深。

今年以来，武汉公安攥紧“打”的拳头，聚焦提升“市
区主战”效能，不断迭代升级打击整治一体化合成作战
机制，建立完善“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加
快形成和提升更加协同、高效的公安新质战斗力。

针对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武汉公安坚持抓金主、铲窝点、打平台、断资金，以
专业打职业，以团队打团伙。汉阳区公安分局打掉一
个虚假贷款电诈团伙，刑事拘留 24人；黄陂区公安分
局侦破一起“代加工”电诈案件，抓获嫌疑人 30人；蔡
甸区公安分局端掉一个电诈“引流”犯罪窝点，刑事拘
留 18人……一批采取新型手法作案的不法分子纷纷
落网。2022年以来，武汉命案、涉枪案件、抢劫案、抢
夺案“四案”全部侦破。今年以来，全市刑事有效警情
同比下降27.3%。

6 月 1 日，江汉区公安分局汉兴派出所副所长邱建军
在 带 队 处 置 一 起 持 刀 滋 事 警 情 中 遭 遇 嫌 疑 人 疯 狂 拒
捕。为保护现场群众和战友，他奋不顾身与持刀歹徒殊
死搏斗，身中 15 刀，经医院抢救无效壮烈牺牲。6 月 5
日，武汉市公安局党委作出在全市公安机关开展向邱建
军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全警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我一
定要将汉兴的荣光永远传承。”汉兴派出所新警许必超
坚定地说。

榜样是看得见的标杆，榜样是听得见的号角。1980年
以来，武汉公安队伍先后涌现出 46 名全国公安系统一级、
二级英雄模范。武汉市公安局充分发挥这些警队的宝贵资
源，借助多种形式，让他们成为青年民警成长道路上的“领
路人”。

“道路交通是流动的、体系化的，交警不是路口灯柱子，
只有不断观察路面、思考路面，才能把工作做好。”近日，全

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武昌区公安分局交通大队二级
高级警长刘五桥顶着烈日，带着 10名徒弟在路面开展疏导
交通示范课，通过手把手教、面对面谈，把自己多年积累的
经验传授给这些新警。

“师傅，您的授课让我记忆深刻、理解透彻。”参警不到
两年的罗丹边听边思索，争做刘五桥式的交警在武汉公安
队伍中蔚然成风。

“许奎工作站”“王群禁毒工作室”“沈胜文警务室”等一
批典型模范岗，正成为多个警种的“青年骨干孵化器”，通过
警界优秀榜样的言传身教、高水平的示范，引领帮助青年民
警缩短从警“适应期”。

“一个先锋一面旗”，近年来，武汉市各政法先锋队的旗
帜在广大社区、企业、学校熠熠生辉，其中80支来自公安机关
的先锋队伍汇聚了千余名青年民警力量。青年民警们通过
政法先锋队这一基层实践平台，不断激发热情、锤炼本领。

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常青花园派出所民警胡志红是
“全省最美基层民警”，他带领的“胡志红政法先锋队”开
展工作已有 3 个年头，从进驻马赛村调解基层矛盾纠纷，
到完善将军路街道还建小区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
今年又不断为 38 家工业园的近 5000 家企业提供更满意
的营商环境。

队员胡冰今年 3 月获评“湖北省三八红旗手”荣耀称
号，成长迅速的她深有感触地说：“有先锋身先士卒带头干，
青年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容易被激发，成才之路
走得更快、更实、更稳。”

充分发挥公安英模和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武汉
公安青年民警辅警队伍活力，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营
造干事创业、争先创优良好氛围，让“立潮头、挑重担、展作
为”成为警营新势力的目标方向，助推武汉公安工作高质量
发展。

夯实平安基石 提升幸福成色

武汉公安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平安，让群众幸福成色更足，是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近年来，武汉公安聚焦超大城市现代化

治理时代考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深入推进“市区主战、派出所主防”警务机制改革，建立完善

“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深化基层治理，全力推动平安建设走深走实，让平安幸福在群众家门

口提档升级，为加快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武汉实践、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持续贡献公

安力量。

“强化民生小案追赃挽损”“积极推进‘办不成事反映
窗口’全覆盖”……今年 2月，武汉公安向全社会公布 2024
年为民服务“十件实事”。

“民警同志，我们这里有一箱方便面不见了，不知道能
不能帮忙查找……”今年5月19日，江夏金港一号警务室接
到快递员小李报警。民警调阅事发地附近监控后发现，一
名女子将箱子捡走。通过追踪，民警锁定女子大概去向，接
连走访两栋居民楼，找到该女子，得知其将箱子误认为是废
品捡走。民警对该女子进行教育后，征得快递员同意女子
退赔40元损失。

为了 40 元钱，民警又是追监控又是爬楼，忙活了几个
小时，令小李感动不已。利民之事，丝发必兴。一件件小

案，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今年以来，武汉公安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侵财民生案

件，秉持“侦得快、破得了、追得回、群众满意”的理念，最大
限度为群众挽回损失，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二季度以来，现发盗抢民生小案破案率同比上升6.8%。

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武汉公安持续推进户政、
出入境、车驾管等重点领域改革，落实 91 项政务服务事项
武汉都市圈“一圈通办”……各项服务举措精准落地，把好
事办好实事办实。

“这也太方便了！”近日，市民杨女士步行8分钟来到家
门口的邮政储蓄银行钟家村支行，5 分钟就办好了车辆解
押手续，听闻3天后“大绿本”就能邮寄到手，不禁欣喜地大

声感叹。
无人车管所内车驾管业务自助办理，驾驶人体检点开

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今，除了“交管 12123”“一部手
机办事通”等软件提供的“线上车管所”服务，还有遍布全市
的无人车管所、走街串巷的流动车管所，让群众少跑路甚至
不跑路，打通公安交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全面打通政务服务痛点难点堵点，办成、办好群众心头
事，今年以来，武汉公安进一步完善政务服务“办不成事”反
映窗口诉求处理工作机制，推动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警种、
分局，依托市、区、街道政务中心及派出所户政大厅，在醒目
位置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逐步实现市、区、街（所）三
级政务服务场所全覆盖。

企业向“新”而行，产业向“新”而进，在护航新质
生产力的过程中，武汉公安创新担当，力尽护“新”职
责。

“中心开业前5天，光谷公安送‘定制服务’上门，3
天内就解决了中心门牌、规划停车场、机动车登记服
务站，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6 月 7 日，在小米公司华
中汽车交付中心，一位负责人向笔者介绍，“中心开业
快3个月一直运行有序。”

“警”随“企”动。据了解，近年来，市公安局各单位
问需于企、问计于企，主动座谈听取企业所需服务支撑
事项及意见建议。为更快捷、更贴心地帮助企业解决引
才引智和发展中面临的治安、交通、网络安全等问题，武
汉公安除积极完善传统的“窗口服务”，还创推“定制服

务”、促进“主动服务”。为密切警企联系，建立和完善了
一批“工业园区警务室”“企业警务室”“工地警务室”，方
便第一时间掌握诉求、消除隐患、化解矛盾、宣传法治、受
理报案等。

“护‘新’让武汉公安主动融入新业态，推动社会治理
更加科学、高效。”光谷公安警务指挥处副主任李子剑介
绍。

5 月 16 日 8 时许，距“光博会”正式开始还有 1 个小
时，人流、车流密集，在光谷科技会展中心A3出口辅路附
近，一架无人机在一辆停留较久的汽车上空向司机“喊
话”，提醒其所处的是临停区域，司机连忙驶离。

“无人机飞行线路灵活，拍摄角度全面，在大型活动、
交通疏导、治安巡逻等场景中作用突出。”据悉，武汉公安

正积极探索无人机治安巡逻、现场安保、交通巡查等多个
应用场景。

“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动能，保护科创企业知识
产权，就是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命线’。”武汉警方
经侦部门负责人介绍说，此类案件案情复杂、专业性强，
为探索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他们不断加强
信息研判和建模应用，来提升打击精度、准度和力度。
2023年以来，武汉公安经侦部门侦破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共破案54起，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170名。同时，为
防止涉企违法犯罪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发展，武汉公安经
侦部门立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加强同市场监管
等部门沟通协作，保持打击涉企犯罪高压态势，努力实现
企业损失最小化、追赃挽损最大化。

两男子在工地宿舍内因薪资纠纷产生肢体冲突。
接到报警，民警将两人接回所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
心劝说促成双方和解。这是江夏区公安分局庙山派出所
践行“枫桥经验”、强化矛盾纠纷化解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庙山派出所深耕预防警务，探索“一体三联五
微”工作法，打造“红色管家”“群管万家”警务品牌，筑牢汤
逊湖畔平安堤坝，辖区刑事有效警情持续下降。去年底，该
所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第三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据介绍，武汉警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
全市公安机关派出所持续深化“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
构建多元化化解矛盾、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

工作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努力
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创建工作中，全市各派出所因地制宜、因势借力。硚
口区公安分局利济路派出所立足“促民安促商兴”，打造英
烈服务队、万安调解室、扁担“流动哨”等品牌，探索建立

“商户党支部”“十户联防”“合伙人”等模式，辖区连续两年
无命案、无重大刑案、无较大火灾。青山区公安分局厂前
派出所根植钢城红色基因，成立“小静服务队”，物色“老乡
联络员”，依托“大国工匠”，推进矛盾纠纷联动化解。

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武汉警
方连续 4年开展“万名警察进社区”“处长包所队”等活动，

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持续推进“警
调衔接”“民调入所”“律师进所”“网上调解室”等工作，及
时化解群众身边的各类矛盾纠纷。深化“找堵防”行动，组
织民警、社区网格员滚动排查、跟踪化解矛盾纠纷和风险
隐患。今年以来，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7180起，整改
风险隐患10560起。

截至目前，全市 193 个派出所所长兼任街道党工委委
员，1000 余名党员社区民警兼任社区（村）党支部副书记。
借力“枫桥式派出所”创建，武汉警方深入实施城乡社区警
务战略，利用“枫桥工作法”滋养武汉基层公安工作，助推
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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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公安机关英烈子女和优秀青年民警代表重温入警誓词。

民警在辖区巡逻。

民警为企业提供“定制服务”。

社区民警与居民面对面宣讲安全知识。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武昌区交通大队民警刘五桥将
青年民警课堂搬到马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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