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锚定目标 持续提升共治合力

因地制宜 积极探索联动载体

“这些小猫头鹰是村民发现的，没

有鸟妈妈照顾，还不会飞。”近日，市公

安局芝英派出所民警将三只猫头鹰移

交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进行后

续救护。救助和保护野生动植物，是

“生态警务”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为提升“警察蓝”守护“生态绿”的

能力水平，4月30日，市公安局下发了

《永康市公安局全面推进“生态警务”

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近三年工作目

标和工作原则，围绕上级要求，结合本

地实际，创新“3456”“生态警务”运行

模式。切实打造多警种捆绑、跨区域

合作、多部门协同，全面升级的“生态

警务”共治体系。

“3456”中的“3”即生态警长、生态

共治、生态义警三支队伍。近些年，市公

安局常态化推动生态警长警务协作工

作，将河道警长、林区警长统一纳入生

态警长范畴，制定相应层级，落实相关

责任。与此同时，积极联合生态环境、农

业农村、市场监管等行政部门组成的

“生态共治”队伍，打破资源壁垒，实现信

息共享。吸纳护林员、森林火灾扑救队

员、网格员、河道专管员等群防群治力量

组建生态义警队伍，共同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青山”生态环境保卫战。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50 余名生态

警长、600 余名生态义警活跃在绿水

青山间，悉心守护着辖区的生态安全。

全面升级 聚力构建共治体系

打防经济犯罪

近日，市公安局联合相关部门在

万达广场开展以“与民同心、为您守

护——打防经济犯罪、优化营商环

境”为主题的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

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通过挂横

幅、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

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揭示经济犯罪手

法、传播防骗知识技巧，呼吁更多群众

积极投入到防范经济犯罪活动中来。

通讯员 应娉 徐凯悦 摄

队伍已建成，活动场地也不能

少。“3456”中的“4”就是生态行刑共

治中心、“ 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

“生态警务”室、生态保护基地和宣教

中心。

去年 8 月，我市首个生态联勤警

务站在大寒山正式挂牌启用。除公安

机关外，该警务站还入驻了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与规划、水务、农业农村等 6

个部门力量，合力解决破坏动植物资

源警情处置、森林火灾预防、环境污染

监测等问题，共同保障大寒山的生态

安全。

“几年前，冬天砍树、春天打鸟、上

山下捕猎夹子的事时有发生。现在

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强了，林子密

了，小动物也更多了。”谈及辖区近年

来“生态警务”工作的开展情况，居住

在大寒山脚的花街镇八字墙村村民们

感触颇深。

在现有和拟新建“生态警务”站以

及“公安+‘X’个部门”的联动载体的

基础上，市公安局积极探索和打造集

治理成果展示、生态文明宣教、公益组

织活动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特色品牌基

地和宣教中心，切实增强群众保护野

生动植物意识。

4 月 10 日，一堂国家保护野生动

物科普课在龙川公园开讲。此次活动

由市公安局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开展。

活动现场，民警一边放生小鸟，一边讲

解相关知识，吸引不少小朋友驻足。

生动的演讲，让保护大自然的意识扎

根进现场听众心中。从年初至今，市

公安局已开展生态普法宣传活动 10

余场，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000余份。

市公安局创新“3456”运行模式

用心描绘生态警务共治蓝图
近年来，我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两块“金字招牌”。作为这座绿

色城市的守护者，市公安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聚力构建“上下贯
通、警种联动、部门协同、一体运行”的生态警务共治体系，全力织密生态保护安全网，用心描绘
人文自然和谐、共富共美共治的生态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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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吕倍思 项淑清）

近日，市公安局龙山派出所民警宗凯伦

接到来自 1400 多公里外贵州省凯里市

谢女士的感谢电话。

原来，谢女士父亲谢大伯独自在永康

生活了5年。今年5月初，他因痛风急性发

作，引起双脚肿胀行动不便，加上辞工

近半年，积蓄所剩无几，打算回老家休养。

5 月 10 日，退租后的谢大伯提着行

李准备回家，但因脚疼肿胀无法站立，

躺在巷子里。房东朱阿公发现后，拨打

了报警求助电话。

接到报警后，宗凯伦赶到现场，通

过谢大伯提供的信息，联系了他的女儿

谢女士。经过商量，决定让谢大伯坐高

铁回家。考虑到谢大伯的实际情况，房

东主动提出让其免费再住一晚。宗凯

伦为缓解谢大伯的病痛，主动带其到附

近的医疗站治疗。

次日，因工作原因走不开的宗凯伦，

委托同事民警朱朝勇送谢大伯到了高铁

站。朱朝勇先找来一把轮椅，同时联系

好了两地高铁部门，帮其开通绿色通道。

在热心群众、民警、辅警及高铁工

作人员的暖心接力下，谢先生安全回到

贵州，与家人团聚。

大伯痛风发作
民警送其回家

男子突发胃出血
民警帮助送医

本报讯（通讯员 邵建鋆）“我要找

王家炜警官，一定要当面谢谢他。道谢

的话，我都记了一个月了。”近日，家住

东城街道高镇社区的李女士，拿着一面

锦旗，走进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大厅。

4 月 10 日 6 时许，李女士的丈夫周

先生因胃出血，呕血不止。她顿时慌了

神，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不

到 3 分钟，王家炜便带队赶到现场。医

护人员也很快赶到。

当时，周先生意识不清，经医护人

员评估，需尽快送医急救，众人在医护

人员的指导下，将周先生抬上担架。

李女士家住五楼，楼梯十分狭窄，

王家炜全程护着周先生的头部，维持

担架平稳的同时，时刻注意周先生的

情况。

送医途中，王家炜驾驶警车鸣笛开

道，原本需十多分钟的路程，仅用5分钟

便抵达医院。所幸送医及时，周先生脱

离了生命危险。

“山”有人管、“水”有人治、“绿”有

人护，“生态警务”建设任重道远，非一

蹴而就。为深入推动“生态警务”共

治体系，市公安局充分发挥基层生态

治理“前沿哨卡”作用，建立健全行

刑衔接、双基融合、预防预警、科学

评价、综合保障等五大工作机制，有

效防范风险隐患、解决突出问题、攻坚

治理难点。

上述五项机制便是“3456”“生态

警务”运行模式中的“5”。“6”则是通

过数智赋能，严格落实提升数字化应

用、加强情报导侦、严打违法犯罪、强

化区域协作、促进生态价值转换、打造

“生态警务”品牌等六项重要举措。有

效实现数据流通、业务联通、部门互

通、工作协同，推动生态守护由“单打

独斗”向“行刑共治”转变。

“涉及野生动物的案件往往涉及

多部门多行业，各部门发挥各自优势，

共同发力，更有利于打击违法犯罪活

动。”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胡

猛健说。

近日，市公安局借助“公安大脑”

建立的生态治理数据平台，收集相关

数据和重要线索，联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局等

部门，开展“之江利剑”联合执法行

动，对辖区内的菜市场以及饭店进行

突击检查，严把市场“流通关”和“消

费关”。其间，共检查饭店、市场数十

家，当场查获一起非法买卖野生动物

案件。

此外，市公安局将继续守牢公安

职责，紧盯目标任务，不断打好“生态

警务”共治“组合拳”，为打造具有浙江

辨识度的“生态警务”运行新模式贡献

永康力量。

通讯员 吕倍思 张紫薇

民警开展保护野生动物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