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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特殊的
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决定了其有
着较为复杂的社会治安环境。今年以来，义
乌市公安局紧紧抓住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有利
契机，抓牢“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这一核心
定位，以“公安大脑”建设为依托，高标准建设
防控治理中心，大力推进基层基础工作，让老
百姓看见平安就在身边。

4 月 13 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
国媒体浙江行”采访团走进义乌市公安局
防控治理中心，用笔触和镜头展现奋进义
乌。

打造数据支撑“智慧大脑”
3月23日凌晨1时25分，义乌市公安局

防控治理中心通过侵财案件预警模型，捕捉
到两名男子在义乌稠城街道某小区拉车门盗
窃的画面，中心工作人员立即将预警指令下
达至辖区派出所。1时54分，稠城派出所反

馈两人已落网。从预警到抓获嫌疑目标，仅
用时20多分钟。

这是义乌市公安局防控治理中心通过
数字化应用，准确把握社会治安基本态势和
动向，实现打防管控一体化的案例之一。如
今，该中心已成为全局基层基础工作的神经
中枢，归集公安、政务、社会等各类数据23亿
条，着力打造最全人口数据库。通过大数据
支撑，实现了对重点人、车、物、区域的精准研
判和对重点警情的风险甄别，极大地提升了
警务效能，做到了全量汇聚、精准感知、精准
推送。

构建多元共治防控体系
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切

入口，义乌市公安局防控治理中心积极推进
基层治理由联动向联体转变，将管理触角延
伸至最广泛的社会面，全力构筑社会防控网。

“员工在与负责人协商薪资问题时发生

口角，情绪激动……”今年 1 月，这起警情通
过综治四平台被推送至佛堂镇全域智治中
心，通过劳动监察、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联动
处置，这起劳资纠纷得以快速妥善化解。如
今，像佛堂镇全域智治中心这样的社会治理
中心在全市已遍地开花。

以“警源治理”撬动社会治理体系变革，
有力推动了各镇街建设社会治理中心，高效
整合公安、司法、市场监管等 11 个职能部门
力量，实现了 110 与 12345、综治四平台的衔
接贯通。同时，深度推动“警网融合”，配备

“一村一警”837名，将警务力量充分融入基层
网格。围绕“一所一品”，打造一批有标志性
成果的金牌警务室，切实织密扎牢了社会治
安“防控网”。

建立科学量化“规范标准”
“一些行业产业发展较快，但没有一套完

整的管理规范，如寄递物流行业‘各自唱戏’问

题较为突出。”义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鲍志宏吐露了目前行业管理的难点和痛点。

随着防控治理中心的成熟运行，义乌公
安根据产业布局、发展特点，在各行各业探索
建立起一套符合实际、务实管用的“管理标
准”，有力推动了防控治理规范化、标准化。
如针对义乌发达的寄递物流业，联合主管部
门出台《义乌市邮政快递行业安全管理工作
规范》等制度文件。在毒品治理领域，印发

《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
案》，排查整改隐患12起；在全民反诈领域，
出台“十二条刚性举措”，有力推进了全市14
个镇街“无骗镇（街道）”创建，不断规范预警
劝阻机制，3月3日，为本地一家企业成功挽
回损失1300多万元。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我们希望能够打
造一套县域治理现代化的‘义乌样本’，为提
升社会治理水平提供更多经验。”鲍志宏说。

打造县域治理现代化的“义乌样本”
——探访义乌市公安局防控治理中心

本报记者●段兴宇●唐旺勋

创新社会治理 护航“全域旅游”
磐安县公安局打造“乡村旅游警务”新模式

本报记者●段兴宇●唐旺勋

实名登记
破解农家乐管理难题

2005 年 9 月 28 日，管头
村第一家农家乐开门迎客，随
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村里产业
拓展、人流增加，农家乐社会
治理机遇与挑战日益凸显。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磐
安公安以管头村为起点，创新
推出“村建网、户建簿、房编
号”登记方法，以农家乐服务
中心为单位，纳入旅馆业住宿
登记系统，妥善解决了农家乐
游客的登记问题。2012 年 8
月，浙江省公安厅确定磐安县
为“旅馆式”农家乐治安管理
创新试点工作区，管头经验在
全省范围内广泛推广。

发展至今，管头村的农
家乐业主都下载了“浙江省旅

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手机
APP，登记数据实时上传公安
后台，游客实名登记进入 2.0
时代。

不久前，一位上海老人
来尖山游玩，入住管头村。晚
饭后，老人外出散步，随着天
色渐黑，她怎么也找不到自己
下榻的农家乐。苦恼之际，恰
好巡逻的民警路过，很快通过

“浙江省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
系统”后台，查找到老人入住
的农家乐，并将其安全送回。

此外，尖山派出所在管头
村建立了旅游警务室，建立“农
家乐家门口”办事窗口和“线上
办事窗口”，实现了业主办事

“零跑路”、平安服务“一键达”。

早些年，管头村仅有2个
治安监控，难以满足治安管理
需要。磐安公安与管头村联
合规划，逐步推进党员、农家
乐业主安装监控，并与村级监
控无缝对接。如今，全村已实
现500余个“天眼”全覆盖，在
民生服务、治安防范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1月，农家乐业主老
厉发现有一间房的房卡不见
了，他找到住客询问，对方声
称已经将房卡放在了柜台
上。双方僵持之下，第七任

“管头片儿警”傅炫烨上门
了。自管头村创办农家乐起，
辖区尖山派出所就为管头村
专门配备了一名“旅游片儿
警”，负责解决游客和农家乐
业主之间的一些小矛盾。

“没法掌握实情时，监控

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得益
于“天眼”全覆盖，傅炫烨解决
起这些小矛盾，轻松多了。

傅炫烨和双方一起调取
监控，很快“还原”了事实真
相，住客确实将房卡放在了柜
台上。那卡片去哪儿了？民
警、住客与老厉一起沿着柜台
再次翻找，最终在柜台缝里找
到了房卡。“都怪我自己不小
心，给你们带来了麻烦。”老厉
主动向住客道歉。

在管头村，除了“天眼”，
还经常能看到由派出所民警、
志愿者组成的“警民联防队”
在街上巡逻。每到旺季，志愿
者们还要通宵巡更，和“天眼”
共同守护着乡村平安。近年
来，管头村总警情始终保持在
个位数，刑事案件实现了“零
发案”。

“天眼”覆盖
织密乡村平安防护网

每年假期，管头村的4200多
张民宿床位几乎爆满。由于生意
红火，纠纷也时有发生，村党支部
书记张卫中心里却一点都不慌。
这与管头村里的“管头管事”队伍
分不开。

2013 年，村里的党员、热心
农家乐业主和村干部，组成了“管
头管事”队伍，专注于“村内事村
里人解决”，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
在本地。

每天一大早，村民厉伟尧就
开始挨个对村里的农家乐厨房进
行检查，把发现的问题登记在册
并向上反映。自受聘担任“管头
管事”志愿者以来，这成了他日常
的一项重要工作。

“遇到游客和本村村民发生
纠纷，我们会第一时间介入处置，
再等派出所来，这样速度更快、效
率更高。”厉伟尧说，志愿者也是
村里的矛盾纠纷第一调解人。

今年以来，磐安公安将“管

头管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向旅
游场景延伸，融合山城管事员、消
防、网格员、景区（民宿）负责人成
立“旅游管事”小组，协助“旅游片
儿警”共同对农家乐开展服务和
治安安全指导。“旅游管事”小组
成为了乡村旅游最前沿的“哨
兵”，在各景区、农家乐聚集村形
成了“有事大家管、人人皆平安”
的局面。据统计，近年来，管头村
发生游客信访投诉仅一件，村里
回头客越来越多，有人在这儿一
住就是半年。

“‘群防群治’是“枫桥经验”
的真谛，也是公安开展基层治理的

‘左膀右臂’，我们以管头村为起
点，立足磐安特色旅游产业，建立
起符合磐安特色的乡村旅游警务
运行模式，充分发挥群防群治力量
在治安巡逻、政策宣传、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等方面的作用，全力护航
了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磐安县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孙斌说。

“管头管事”
开创群防群治新局面

走进金华市磐安县尖山镇管头

村，络绎不绝的游客让这个小村庄充

满了生气。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这个拥有浙江省“美丽

宜居·浙江样板”双百村、金华农家乐

第一村等称号的小村子，在夏日来临

之前，就开启了农家乐间间爆满的红

火日子。

自 2005 年，管头村开始探索创

办农家乐，18年来，农家乐旅游生意

越来越红火，富民之路也越走越宽

广。

4月12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全国媒体浙江行”采访团走进管

头村，实地探访当地平安富足背后的

“秘密”——18 年来，金华市磐安县

公安局依托地域特色，创建治安管控

到边、小事帮到底、旅游纠纷调处到

点、交通秩序维护到线等作用于一体

的“乡村旅游警务”新模式和“旅馆

式”农家乐治安管理模式，生动诠释

了永葆活力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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