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振兴乡村的“金蛋蛋”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公安机关开启护航“薯都绿”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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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企服务
擦亮产业“金招牌”

“麻烦你们还专门跑一趟，真是帮我们
解决了大问题。”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种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说。据了解，该公司的商都基地
是国内最大的马铃薯现代化组培中心和良种
繁育基地。日前，商都县公安局民警在该企
业走访时了解到，企业新招聘了 70 余名员
工。对此，商都县公安机关主动在企业内设
置便民服务点，为新招聘员工办理居住证、开
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等业务，并组织员工开展
了防火、防盗、防诈骗安全教育培训。

今年以来，商都县公安局坚持将公安
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经济发展
到哪里，公安就服务保障到哪里”为导向，
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
按照“四下基层”部署，全面落实“护航警
官”制度。该局定期召开座谈会，围绕政务
服务、监管执法、市场环境等方面征求企业
对公安服务管理的意见建议，及时了解掌
握企业诉求并建立“企业随访”台账，跟踪
协调、对账销号，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
落实。截至目前，该局共征集意见建议 30
余条，累计召开警企座谈会 5 次，送法上门
服务8次，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

护农服务
全力护航“薯都绿”

“村民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也不懂
得咋辨别种子好坏，一年到头就指望着这几
亩‘山药蛋’能有个好收成。”玻璃忽镜村村长
崔杰说。

针对崔杰的担忧，玻璃忽镜派出所所长

王恩勇在两天后便邀请了马铃薯种植专业技
术人员到田间地头给大家开“小灶儿”。

近年来，商都县公安局紧紧围绕夯实基
层治理体系这个重点工作，聚焦“派出所主
防”职能定位，推动警力下沉、警务前置、保障
下倾，把警力沉下去、驻进去，以机制建设小
切口促使乡村警务大变革。工作中，该局将
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把派出所党建纳
入乡镇党建总体规划，完成派出所所长进班
子工作，全面建立党建引领下的“警务+村务”
工作体系。同时打造了一支由驻村民警、村

干部、警务助理组成的帮扶队伍，主要围绕特
色农业项目推进和农户春耕生产中出现的问
题，通过开展“每周走访问需、每月联动服务”
活动，做到政策联讲、隐患联排、矛盾联解、治
安联防，推动了辖区社会稳定和谐。今年以
来，该局开展走访宣传、上门服务60余次，解
决实际问题12个。

“当前正值马铃薯种植黄金期，为切实
保护辖区群众播种生产安全顺利进行，我局
坚持以乡村振兴、为民服务为导向，做强做优

‘田间警务’工作，组织民辅警深入农户家中、

田间地头，与群众面对面沟通，及时发现和掌
握农业生产中的各类痛点难点，努力把问题
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为‘薯都绿’保驾护
航。”商都县副县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崔
峙巍说。

护航发展
绘就和谐”好风景”

日前，商都县公安局小海子派出所教导
员贾学军接到辖区李某电话求助，称其与陈
某发生纠纷，双方争得面红耳赤。贾学军了
解得知，陈某和李某同为马铃薯种植户，二人
承包的土地相邻，因部分承包土地权属问题
产生矛盾，多次发生争执。

贾学军主动与司法所、村委会对接联
动，通过说情理、释法理，终于让陈某和李某
握手言和。据了解，今年以来，商都县公安局
各派出所已累计调处涉农矛盾纠纷21起，化
解率达98%。

近年来，商都县公安局紧盯“矛盾不上
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工作目标，以
共建共治共享为原则，聚焦农村地区易发多
发矛盾纠纷，积极探索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
方法，以“一村一警”基层治理体系为抓手，积
极开展“警情+综治”联动共治，充分发挥“警”
的优势和“调”的作用。同时，该局坚持走访
调查与日常工作相结合，民辅警结合辖区实
际问题与村民进行充分沟通，着重围绕当前
易发的家庭纠纷、劳资纠纷、土地纠纷等展开
排查，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预警性信息，
力争实现“早排查、早发现、早控制、早解决”
的工作目标，牢牢把握矛盾纠纷化解的主动
权。 （戴思惟）

时下，在“中国薯都”乌兰察布市核心种植区商都县的田间地头，伴随着机器的“隆隆”声，只见装载地膜、肥料和马铃薯种子的一

体化播种机快速地完成了施肥、播种、起垄、全膜覆盖种植作业。在此期间，商都县公安机关全面开启护航“薯都绿”模式，确保辖区农

业生产安全有序。

接处警、治安防范、矛盾调解……刚刚
过去的“五一”假期，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公安
局查巴奇派出所辅警王世民比平时更加忙
碌。

乡镇派出所民辅警几乎每天都在与群
众打交道，是乡镇居民最熟悉的人。

连日来，随着天气转暖，阿荣旗各地进
入了春播农忙时节，“下乡”成了王世民这段
时间最主要的工作安排。

“下乡”是乡镇派出所工作的必修课。
每次入户走访，王世民都会带上一个笔记本，
密密麻麻记录下村民们的情况和需要帮助办
理的事项。

“刘文生老人今年60多岁了，儿子双目
失明，儿媳外出打工，家里生活困难。”王世民
边说边把几件旧衣服整理好，准备给刘大爷
送去。

早上九点多，王世民首先来到离查巴奇
派出所最近的幸福小院。“王祖全老人行动不
便，无儿无女，我先去他家看看。”

和王祖全老人打过招呼后，王世民二话
没说就挽起袖子、扎紧裤腿，拿起锄头帮老人
翻地施肥。王世民在查巴奇鄂温克民族乡长
大，跟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从小就帮父母干
农活儿，是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

“院里这三垄地都是亮亮帮我打理的，
我腿脚不好，每年都是亮亮帮我种菜。”王祖
全老人今年64岁，年轻时外出干活将盆骨摔
伤，落下了病根。

在查巴奇派出所工作了13年，王世民用
实际行动拉近了与村民们的距离。时间一
长，大家都不喊他大名，而是亲切地称呼他的

小名“亮亮”或“亮哥”。
“这么多年了，对我来说下乡就像是回

家，村民家的狗见了我都摇尾巴。”进了村民
的家里，王世民干起活来轻车熟路。

扫雪、劈柴、铲地、除草、收粮食、扛麻
袋 …… 在 入 户 走 访 时 ，遇 到 谁 家 有 农 活
儿，王世民就主动帮着干。

给刘文生送去衣物后，已是中午时分，

刚准备吃饭的王世民突然接到电话：小石砬
村有两位村民因地界不清发生了口角。他立
即赶了过去。见他来了，两位村民也不再争
吵，都争着让他给评评理。

“在农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处理土
地纠纷我们必须公平公正。”了解情况后，王
世民又请来村委会成员、双方当事人亲属到
场见证，通过专业技术人员实地测量，明确了

双方争议的地界问题。
随后，王世民找来木桩，让两家人一起

将木桩钉入田里，作为成功化解了这起纠纷
的见证。

据悉，在当地，王世民协助办理的各类
案件破案率达100%，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也
是100%。

“亮亮，去我那儿看看啊，我种的草莓挂
果了。”下午5时许，在回查巴奇派出所的路
上，王世民又收到村民谭继奎的盛情邀请。
走进谭继奎的大棚，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一
排排秧苗油绿茂盛，长势喜人。“想吃啥菜就
来我这儿摘，管够……”谭继奎笑着说。前些
时候，王世民帮助谭继奎修好了大棚，这事儿
他一直记在心里。

王世民走在乡间路上，遇见的村民都会
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好像自家亲人一般。每
进一户，他都掏出随身带着的笔记本，认真记
录下村民们的急难愁盼问题。

“我生长在农村，喜欢和村里的乡亲们
打交道，家长里短、分内分外、大事小情，我都
会记在心里，当作自己的事去办。”王世民说。

从警 13 年来，王世民先后获得内蒙古
2021年“感动北疆·最美辅警”“呼伦贝尔市第
七届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等荣誉，并多次被评
为阿荣旗公安局“优秀辅警”“十佳社区民
（辅）警”和“优秀共产党员”。

“我的工作在别人眼里都是鸡毛蒜皮的
小事儿，但这一件件小事儿却关系着乡亲们
的幸福生活。”王世民说，工作虽然辛苦，但只
要穿上警服，就得把责任扛在肩上。

（李枝远）

驻村辅警牵挂的“家长里短”
——记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公安局查巴奇派出所辅警王世民

王世民和村民处得像一家人王世民和村民处得像一家人。。

驻村民警走访村民驻村民警走访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