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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主导 纵向联动 横向联合

克什克腾旗公安局为生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公安局

围绕自治区“五大任务”，聚焦北疆生态
安全屏障建设，紧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探索推行“专业+
机 制 ”的 新 型 警 务 运 行 模 式 ，走 出 一 条

“党委主导、纵向联动、横向联合”的生态
警务新路子，在持续巩固提升“抓党建、
强素质、整作风、树形象”专项活动的同
时 ，为 生 态 高 质 量 发 展 注 入“ 公 安 新 动
能”。

坚持高位推进
聚力打造生态警务综合战斗体
全面统筹规划，落实顶层设计。克

什克腾旗公安局党委结合实际，全面实
施“生态警务”工程。由该局主要领导兼
任生态警务总警长，其他班子成员兼任
副总警长，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调度
职能；各部门警种负责人分领域分地区
任生态警长，明确任务分工、履职尽责。

加强警力配置，打造专精战队。克
什克腾旗公安局党委通盘谋划、审慎研
究、积极协调，保留了 7 个森林派出所，为
环食药侦大队、森林派出所及配套警务
室等生态警务主力部门配置政法专编 45
人，同时落实环食药侦大队大队长、教导
员职级高配，选拔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
组成领导班子，为生态警务工作提供坚
强组织保障。

夯实基层基础，延伸工作触角。在阿
斯哈图石林、青山旅游区及达里诺尔、白
音敖包自然保护区分别设置生态警务室，
并依托“一村一辅”工作机制，在全旗 124
个嘎查（村）建立生态网格，由 52 名民辅
警及 72 名嘎查村党组织书记和治保主任
兼任本地的生态网格长，吸收护林员及嘎
查村志愿者作为生态网格员，实现了生态
警务力量在基层生态保护中的全覆盖。

突出联动联治
聚力保障生态环境绝对安全

整合部门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克
什克腾旗公安局坚持系统思维、聚焦实
战需要，全面整合推进生态警务的关键
要素和行政资源，主动与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林草、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沟通对
接，强化行刑衔接。同时，积极与检察院
法院建立涉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快侦
快办快诉快判工作机制，切实提升了涉
生态领域案件办理质效。

发挥警种优势，发起凌厉攻势。克
什 克 腾 旗 公 安 局 全 面 构 建 环 食 药 侦 主
导、刑侦现场勘查、交管配合协查的生态
警务合成作战体系，充分发挥所队共管
优势，积极推行“所队联侦”机制，在森林

派出所建立森林资源领域群众举报线索
库。

年初以来，该局以“生态安全屏障守
卫”“昆仑行动”等专项行动为契机，重拳
打击破坏环食药领域各类违法犯罪，有
效遏制破坏生态环境食品药品违法犯罪
和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多发的势头。
截至目前，共破获环食药侦领域刑事案
件 17 起，依法移送起诉案件 1 起，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35 人；办理涉生态环境行政
案件 40 起；查处违规野外用火案件 4 起。

融合社会力量，筑牢打防根基。克
什克腾旗公安局按照季节、区域、保护类
别等特点，分别制定不同的巡查保护举
措并印发了“林草长+警长”“河湖长+警
长”协同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职责及重

点任务。自“两长”工作机制推行以来，
先后开展联合执法 124 次，及时排查化解
涉林草、河湖矛盾纠纷 46 起，打击处理违
法行为 27 起，救助国家二级以上保护动
物 98 余头（只）。

强化保障支撑
聚力发挥生态警务资源优势

强化培训练兵，形成内生动力。克
什克腾旗公安局紧贴实战需要，设置专
门的生态警务大讲堂基地，把生态保护
工 作 及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学 习 纳 入 政 治 轮
训、法治培训等系列培训计划，灵活采取
案例式、研讨式、情景式、对抗式、送教下
基层等教学方式，并邀请行业专家、经验
丰富的民警走进大讲堂，分批分类进行
培训练兵。

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打防战力。由
禁毒大队牵头对接各林场，成立生态警
务无人机巡防中队，实现禁毒踏查与生
态安全护航相结合；充分运用警务通、合
成作战中心等警务技术资源，着力提升
生 态 民 警 的 信 息 化 管 理 能 力 和 办 案 水
平；整合林场、景区等视频 1320 余路接入
旗公安局、派出所及警务室视频平台，进
一步扩大视频监管覆盖面，切实实现科
技兴警助力生态警务。

强化宣传引导，激发工作潜能。通
过以案普法、以案释法，突出报道典型案
例和打击成效，震慑涉生态领域违法犯
罪。同时，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落实群众
有奖举报制度，积极营造全民参与的社
会氛围。今年以来，该局联合各行业主
管部门深入生态保护重点部位进行联合
宣传 23 次，举办专题讲座 15 次，悬挂宣
传条幅 1000 余条，发放生态安全保护宣
传单 6 万余份。

（张佳良）

永不停歇的“声”命线守护群众平安
——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情指中心工作纪实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适应
新形势，立足公安职能，不断提升工作质
效，用平安底色擦亮“草原 110”金字招牌，
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铃铃铃……铃铃铃……”
“喂，您好，这里是草原 110 接警台。”
5 月 24 日 17 时 30 分，锡林郭勒盟公

安局情指中心值班民警包智宇接到这样
一个报警电话：“警察同志，快来救救我
们，我们 14 个人在草原上徒步作业迷路
了，已经走了 6 个多小时……”

接到警情后，包智宇迅速将情况通
报锡林浩特市公安局阿尔善宝力格镇派
出所，派出所随即展开营救行动。营救
过程中，由于草原深处网络信号不佳，民
警多次尝试与报警人电话联系无果，加
之天色渐晚，气温下降，报警人没带够衣
物和食物，非常容易出现失温现象，情况
十分紧急。民警随即联动警务助理、辖
区群众等群防力量，组成多个搜救组深
入草原开展“地毯式”搜救。最终，于当
日 22 时 30 分，在距离阿尔善宝力格镇与
阿巴嘎旗边界约 15 公里处找到了 14 名走
失 人 员 。 此 次 营 救 行 动 ，共 历 时 5 个 小
时，发动警务助理 2 人、群众 20 余人，调
集车辆 5 辆，拨打电话近 220 个，搜救里
程近 300 公里。

在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情指中心，一排
排电话整齐地排列在值班台上，铃声不时
响起。这些电话旁总会有人值守，24 小时
不停歇。

“110 接警中心每年大约会接 26 万起
报警电话，平均每天 700 多起。”锡林郭勒
盟 公 安 局 情 指 中 心 副 主 任 赵 树 军 介 绍

说。“为了更好地处置警情，2023 年开始，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情指中心已经实现了

‘一盟市一台’，由情指中心 110 接警台统
一接警。接警后，我们会把警情下放到距
离报警人最近的辖区派出所，由派出所民
警第一时间处置，接警中心全程盯办。目
前，全盟警情主要分为治安类、刑事类、交
通类和求助救助类，其中求助救助类的警
情居多。”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情指中心始终把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今年
1 月以来，110 接警中心共受理雪情报警求
助 711 起（含重复报警），与交通局、应急管
理局等部门合作救援 557 次，共出动车辆

2287 车次、警力 8811 人次，共救援车辆 596
辆、人员 1125 人。

“有时候不需要派出所出警，我们通
过电话就能解决报警人的困难，4 月份就
有这么一起警情。”110 接警中心民警那日
苏说。

4 月 1 日深夜，一名女子拨打 110 电
话，表示由于感情受挫，意欲轻生。当日
的值班民警那日苏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
哭诉声，马上警觉起来，一边详细询问对
方情况，一边劝解宽慰。由于该女子不肯
说出具体位置，只表示自己站在 17 楼楼
顶，这让那日苏十分着急。他在劝解报警
人的同时，示意旁边的同事马上向当日值

班长汇报情况。值班长接到情况后，立即
启动“情指行”一体化运行工作机制，联系
多警种部门利用科技手段查找该报警人
的具体位置。在与报警人通话到第 7 分钟
时，那日苏敏锐察觉到报警女子是蒙古
族，于是他使用蒙古语与该女子交流，一
步步打开了报警女子的心结，该女子情绪
慢慢稳定下来，答应民警不再有轻生的想
法，并表示自己已经离开了楼顶。30 分钟
的温暖“话疗”，成功挽救了一名女子的生
命。

今年年初以来，情指中心已经通过电
话直接处理警情 200 余起。“接起每一个电
话，我们都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分析电话
中的信息，认真做记录，生怕错过重要内
容。”赵树军说。

为进一步擦亮“草原 110”金字招牌，
深入推进锡林郭勒盟公安机关司法公信
力建设，110 接警中心积极与盟政务服务
局沟通，实现了 110 接警台与 12345 政务
服务热线对接联动，有效发挥了“一盟市
一台”统一接警优势作用，实施“一单多
派”分级指挥机制，全力服务锡林郭勒盟
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社会治安稳定。同
时，情指中心还相继开展各类针对性的
普法活动 10 余场次，教育引导广大群众
正确使用 110 报警电话，确保人民警察能
够 全 时 全 域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当然，110 报警电话肯定不是时刻都
在响，值班民警薛磊笑着说：“警察当然是
希望警情越少越好，不是我们偷懒，警情
越少，说明群众一切平安，我们悬着的心
也能放下来。”

（樊琨）

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宣传生态保护知识。。

民警行走在搜救的路上民警行走在搜救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