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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环保公益微课堂
分享宣传绿色理念

本报讯 为持续推进郑州共青团
“唱响绿色旋律 捍卫碧水蓝天”大气
污染防治青春建功行动，近日，团市委
联合郑州环境维护协会举办青少年环
保公益微课堂活动，以青少年环保微
信群为平台进行线上讲授和分享，广
泛传播绿色理念，有效扩大了环保宣
传教育的覆盖面。

活动中，环保专家为青年环保志
愿者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精彩的分享
会，呼吁大家爱护赖以生存的生态环
境。参与活动的青年环保志愿者还
观看了中国首部自然电影《我们诞生
在中国》，荧幕中的雪豹达娃、金丝猴
淘淘、熊猫丫丫等美丽的生灵，在广
袤的中华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曲壮美
的生命之歌，让人们在惊喜与感动中
对热爱自然、保护环境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通讯员 高燕

今年7月中旬，新郑市薛店镇村民王
先生刚买的电动车一夜之间不翼而飞，
驻村民警接警后，通过对案情的深入研
究，经过侦查，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
案，并追回了被盗的电动车。

谈到“一村（格）一警”，王先生告诉
记者：“上级要求社区民警（辅警）每周
下沉到村庄工作 4 天时间以上，实际上
远不止这个数。村民经常在身边看到
警察，自身安全感增强多了，村里的刑
事、治安案件也明显下降。”

“两年前刚来时，步行街一带比较乱，
抢夺钱包现象时有发生。现在这里随时
都能见到警察，感觉安全多了!”在信阳市
区商业步行街一家超市卖服装的赵女士
指着步行街上的网格警务站告诉记者。

步行街是信阳商业最繁华的一条街，
扒窃、盗窃、抢夺等刑事警情高发频发，群
众意见很大。今年初，步行街网格警务工
作站设立后，治安压力随之减轻，曾经的

“麻烦街”变成了“平安街”。
新密市城关镇西瓦店村张大哥8岁的

女儿黑户消除，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办事
处刘大姐和邻居的纠纷得到圆满化解，安
阳市文峰区桂园小区孙老太太的二代身
份证被社区民警亲自送上了门……这一
件件“民生大事”的发现和解决，都源自河
南公安机关的“一村（格）一警”警务模式。

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在“一村一警”工作机
制上不断突破创新，创造并推广了“群众家门
口的派出所”“村村流动中的警务室”“服务群众
的便民工作站”“治安防范的宣传车”“互联网+
微警务”等警务活动，深受群众的欢迎。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省社区
（驻村）民警走访群众274.9万人次，排查化
解矛盾纠纷13260万起，全省公安信访案件
同比下降63%。协作破获案件1.9万件，为
群众办好事、办实事41万件，守护了平安，
维护了公平正义，密切了警民关系，赢得广
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我省首届艺术广场舞展演
郑州区选拔赛举行
千名舞者同台竞技

本报讯 8 月 27 日 9 时整，绿城
广场一片欢腾。“幸福河南”“出彩郑
州”河南省首届艺术广场舞展演郑州
地区选拔赛暨郑州市艺术广场舞大赛
拉开帷幕，来自我市 12个县（市）、区
的23支群众广场舞团队齐聚一堂，上
千名舞蹈爱好者同台比拼舞技。

最年长参赛者70岁

据悉，本次大赛由省文化厅指导，
市委宣传部、省文化馆、市文广新局主
办，郑州文化馆承办。大赛重点突出

“艺术性”，所有参赛作品要求呈现艺
术性、健身性和观赏性。活动吸引了
千余名舞蹈爱好者参赛，他们来自各
行各业，年龄跨度较大，最大的70岁，
最小的20岁。

9 时整，大赛正式开始。广场
上，23支广场舞紧扣时代脉搏、艺术
气息浓郁、充满正能量，博得了评委和
观众的一片叫好之声。

由我省知名专家、各地市舞蹈专
干等组成的专家评审团以及我市推荐
的 12 名大众评审集体合议、严格打
分、当场颁奖，共评出一等奖 7个，二
等奖8个，三等奖8个，单位组织奖、个
人组织奖若干。

市群艺馆更名为郑州文化馆

“这是郑州市范围的赛事，同时也
是河南省首届艺术广场舞展演郑州站
的选拔赛，获奖的优秀节目还将进行
全省巡演，演出过程录制视频、制作影
像全面推广。”郑州文化馆负责人介
绍，按照省级赛事的要求，本次活动采
取“以赛促训”的方式，通过组织研讨、
辅导、培训和比赛等方式，培养全省的
艺术广场舞队伍和骨干。

另据了解，“郑州市群众艺术馆”
于近日正式更名为“郑州文化馆”。更
名后的郑州文化馆其机构性质、工作
职能和人员编制等保持不变，同时增
加挖掘、整理、宣传本土特色文化和新
风貌，研究戏剧、音乐、舞蹈、美术、雕
塑等各个艺术门类，将继续丰富文化
活动内容，创新文化活动形式，更好地
为我市公共文化事业服务。
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一村一警”，织密河南城乡平安大网
近日，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闹

得不可开交，经民警细心调解和好
如初，在新密市超化镇传为美
谈。7月中旬，新密市公安局超
化派出所驻村民警冯会东在李坡
村走访时，发现村民肖某家中气
氛异常。经了解，肖某因琐事和
公公吵架，之后被丈夫揍了一顿，
肖某抄刀要和丈夫拼命。冯会东
细心做起了调解工作，一家人很
快和好如初。村民们纷纷称赞：要
不是民警及时发现并介入调解，不
知会闹出啥事呢。

在河南各地大街小巷、农家小
院，经常可以看见民警与群众围成
一圈，像一家人一样拉家常；和群
众一起劳动，收割庄稼；为群众办
证、送证；带领群众进行巡逻防范。

这些民警是河南各地公安机
关派驻辖区的驻村民警。

早在2014年9月，河南就制
定了“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
年大提升”的“一村（格）一警”工作
目标。通过两年建设，“一村（格）
一警”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两年
过去了，河南“一村一警”取得哪些
新变化大变化？
郑州晚报记者 张玉东

为何推行“一村（格）一警”？
在 2014年 9月全省“一村一警”工
作新密现场会上，河南省公安厅
给出了答案：河南人口多、警力
少、治安形势复杂、基础工作薄
弱，“一村（格）一警”是把警力摆
到治安防控工作需要和人民群众
需要的每一个地方去，让数万公
安民警像一个个“棋子”遍布全省
每个村庄（社区），激活全省城乡
治安防控这盘“大棋”。

工作中，河南省公安厅争取
党委、政府支持，将“一村（格）一
警”列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和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全省“平
安建设”重要内容，建立了“党委
政府总牵头、政法综治总协调、公
安机关打头阵、相关部门齐参与”
的“一村（格）一警”格局，经费列
入各级财政预算。

河南省公安厅规定，在城市，
1个社区建 1个警务室，配备 1名
或多名专职社区民警，每个社区
划分若干网格，每格建一个警务
工作站，实行“以社区民警为主
体，辅警为补充”的“一格一警”
警务运行模式，推行建设网格警
务工作站，让警力前移，是河南
公安机关推进“一村一警”模式
的延伸。在农村，5 至 8 个行政
村建 1个警务室或每个派出所至
少建 2个警务室，每个警务室配备
1名专职社区民警，辐射管理周边
行政村，实行“一村一警”警务运
行模式。

截至今年6月，全省建成标准
化警务室 6995个，警务工作站 2.3
万个，配备包村民警 3.3 万人，专
职辅警 2.14 万人，有效覆盖了全
省4.6万个行政村、5200个社区。

这意味着，在河南每个城市
社区都有一名或多名专职社区
民警，每个行政村都有一名专职

（包村）民警或辅警。

8月1日，记者在周口市公安局文昌分
局沈楼社区警务室采访时，看到警务室墙
上挂有“‘一村一警’工作职责任务”等多
块牌子。驻村民警时祖前笑着说：“千万
别小看这些牌子，他对我们社区民警很有
帮助，每天干什么、怎么干，规定得清清楚
楚，踏踏实实干好了，就能干出成效。”

时祖前用心融入辖区群众，对照职责
踏实工作，把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实现
了刑事案件零发案、民事纠纷激化为零。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时祖前被评为全省优
秀人民警察、周口市新长征突击手、周口
市公安局十大党员标兵。

为解决“谁来干、干什么、怎么干”的
问题，河南省公安厅先后出台《河南省公
安厅关于深化“一村（格）一警”工作构建
网格化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的实施意见》

《河南省公安机关社区（包村）民警、辅警
工作规范》《河南省公安机关社区（包村）
民警、辅警工作考核办法》等一系列文件，
厘定和明确社区民警、包村民警、辅警的
岗位、任务，同时通过传帮带、专门业务培
训等措施，强力落实“社区民警专职化、包

村民警工作规范化、辅警工作专业化”。
为充分调动村警、网格警的工作积极

性，河南省公安厅在全省开展了为期三年
的“达标、追标、创标”工作，科学制定绩效
考评办法，把村警、网格警发动群众、预防
犯罪和有效管理纳入年度考核，依托“一村

（格）一警”信息工作平台和网上考核评价
系统，对社区民警、网格警工作绩效进行整
体评价，将考评成绩与民警表彰奖励和提
拔晋职直接挂钩，对表现突出的先进典型，
采取命名警务室、工作法等，优先评功重
奖，优先提拔使用，优先解决职级待遇。

河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张元明
说：“通过‘一村一警’信息工作平台网上
考核评价系统这个‘一网考’的办法，有
效激发释放了村警队伍的工作积极性，
提升了公安机关服务群众、打击犯罪、保
一方平安的能力和水平。”

如今，在全省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
每一名村（格）警都用心深耕自己的责
任田，主动融入辖区群众比工作、比干
劲、比水平、比成绩、比作风……已成为
一种常态。

4.6万“村警”星罗棋布
成为中原新亮点

“一网考”，村警队伍能力被充分释放

所谓“一村一警”，就是从市县级治安、刑侦、交警等部门挑选适合和熟
悉当地情况的民警进驻每一个行政村，实现“村村有警、月月见警”，把警力
下沉到基层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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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新密市一村一警综治联动信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