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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笔为戈，用文字讲述警营故事；
她心系群众，用真心守护万家安宁；她巧
思善为，用智慧演绎反诈卫士。她没有惊
天动地的生死救援，没有轰轰烈烈的侦查
破案，却以热情如火的全心倾注、润物无
声的奉献实干、不辍耕耘的笃行坚守，把
一份平凡的事业，演绎的如此浓墨重彩、
生动飞扬，她就是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七
都派出所民警刘静。

以笔为戈，她是扎根七都15
载的“大内勤”

内勤工作是一项综合协调、服务全局
的工作，细碎繁琐，像极了一个枢纽站，具
有协调左右、联系内外的纽带作用，既要
完成上传下达、信息搜集、数据统计、撰写
材料、对外宣传等日常工作，又要完成领
导交办的各项临时性工作，当好领导的参
谋和助手。兼具恪尽职守的责任感、责无
旁贷的进取心、勤勉求实的执行力的她，
有着扎根基层15年的内勤工作经历，工
作中不仅主动勇挑重担，还主动传帮带，
不遗余力地传授经验、带领新人尽快驶入

“快车道”。
2021年11月，身怀二胎的她，孕吐、

疲惫、腰酸背痛……孕期各种不适难受，
但她从不娇气，每天往返吴江、七都80公
里也乐此不疲。一投入工作的她忘记了
自己是名“孕妈妈”，为了得到第一手的宣
传素材，她顶着大肚子出现场，用笔端讲
述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警营故事。同时，她
契合实际、贴近实战、积极调研，为领导决
策提供了参考依据，有效推进平安七都建
设工作。她分管的各项工作均名列前茅，
一年来，她共撰写各类材料100余篇，30
余篇被省厅、市局等上级部门录用，50余
篇被多家主流媒体刊载，展现了七都公安
真诚拼搏、忠诚履职的良好风采。

润物无声，她是守护稚嫩童
心的“警花妈妈”

她作为七都公安党支部党务工作者，
如何发挥党建引领、进而破解工作难题成
为她努力的目标。她积极协助所领导创立

“守望江村”党建品牌，相继推出“警润太
湖”“清平七律”“警暖少年”“警砺融学”“警
耀青春”“江村正警事儿”等多个党建子品
牌，推动各项业务工作蓬勃发展。

2019年10月，七都派出所成立了未
成年人“关爱工作站”，作为关爱工作站的

工作人员，她积极同街道关工委、司法所
对接，全面梳理排摸辖区弱势群体及未成
年子女，对排摸出的27户家庭登记造册，
建立关爱对象基础数据库，通过数据综合
分析问题，统筹解决实际困难，形成“一人
一档”的关爱成长档案。在排摸过程中，
她了解到辖区“低保户”丁家条件拮据，未
成年双胞胎成绩优异，她积极奔走，发动
募捐，邀请双胞胎走进警营，了解他们实
际困难，制定具体助学方案，如今双胞胎
已经进入区重点高中学习，两人成绩都在
学校名列前茅。

推陈出新，她是心系辖区百
姓的“反诈卫士”

从0到1，再从1到N的每一次跨越，
都是“创意+拼搏+协作”的综合运用。针
对通讯网络诈骗常发形势，她迅速组建反
诈视频团队，自编、自导、自制《江村正警
事儿》系列反诈、普法视频15个，相继被
学习强国等录用，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
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近期养老诈骗警情多发，为提高辖区老年
人防诈意识，她结合本地老年人爱听昆曲

等特点，创新反诈形式，深挖辖区非遗文
化“木偶昆曲”表演形式，将反诈知识寓于
独具地方特色的木偶昆曲表演中，一个个
栩栩如生的提线木偶在非遗传承人的手
上细腻的表演起反诈情景剧，以寓教于乐
的木偶戏艺术，将防骗妙招通过喜闻乐见
的形式送到群众身边。

“以前也经常收到各类反诈宣传单，
因不识字，看一眼就扔在一边，以反诈为
主题的木偶戏很新颖，在欣赏木偶戏的同
时，顺便学习了反诈知识。”辖区李阿婆看
过反诈木偶戏后说道。

在花样百出的反诈宣传“轰炸”下，辖
区群众反诈意识明显增强，防骗警惕性明
显提高，反诈宣传取得相当成效。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丰功伟绩，她就
像一朵绽放在基层的警营之花，低调温柔
却毫不逊色，用辛劳和汗水浇灌出满腹丹
心，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于细微之处体现着一名人民警察忠贞坚
守的本色，于点滴之中反射着人民警察为
人民的光芒，于锥刀之末践行着她内心深
处的“守望江村”情怀！

通讯员 陈仁杰

本报记者 於苏云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街道水乡社区是
一个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小区，曾经的
新业主如今成了老街坊，60岁以上的老人
占常住人口的25%，独居老人多达100来
户。吴江区公安局松陵派出所社区民警
董曙光扎根社区，把每位老人都当作自己
的家人，为他们提供帮助，帮他们排忧解
难，为他们提供无微不至的贴心服务。

24小时在线的“安全管家”，
为社区独居老人安全加码

“只要按一下座机上的这个按钮，小董
就会第一时间来帮助我，心里感到踏实、安
全多了。”走进水乡花园小区居民陈奶奶
家，她指着床边的电话说道。一键报警电
话直接连接董曙光的手机，居民连在“电话
上”、工作开展在“掌上”，董曙光的手机24
小时在线，为社区独居老人安全加码。

去年，在董曙光的积极努力下，松陵
派出所还为其辖区部分独居老人试点安
装了安全摄像头，在不打扰老人正常生活
下，对其进行远程看护。在借助智能报警
设备为社区老人做好服务之外，作为一名

退伍老兵，董曙光还号召社区700多名在
册退役军人积极投身为老志愿服务，很快
建立起一支20多人的助老志愿服者队
伍，队员们建立公益微信群，定期为独居
老人购置药品、维修家电、陪伴聊天，受到
老年人的欢迎。“他们当过兵的就是有责
任心，我们有求，他们必应”，陈奶奶说。

“特别关注+跟踪服务”，跑腿
服务把温暖送到“心坎上”

“身份信息已经采集好了，您别担心
注意休息……”听到董曙光的话，让卧病在
床的韩大爷脸上笑开了花。“真没想到你们
能够上门办理老年卡，为我们解决了燃眉之
急，太感谢了！”董曙光临走时，老人家属向
他连声道谢。前不久，辖区部分刚满60岁
的老人想要办理老年卡，需要到银行进行人
脸认证并重新更新身份信息，不少老人却因
为腿脚不便为此犯了难。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董曙光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工作人员，为
腿脚不便老人上门登记拍照，并通过技术手
段从后台对老人身份信息进行维护。

“‘心坎上’的服务是我们水乡警务室

的传统，民警多跑腿，群众少跑腿，能不跑
腿不跑腿。”董曙光说，松陵派出所所的民
警们都是主动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需，达群众之所
愿。2021年，辖区居民李奶奶因为孙女上
学问题，需要市内户口迁移，为此董曙光多
次往返黎里和松陵之间，最终帮助李奶奶
的孙女在开学前解决了户籍问题。一直以
来，董曙光还为行动不便老人上门办理身
份证，通过“特别关注+跟踪服务”工作方
式，全心全意为群众提供“心坎上”的服务。

苦学方言，“洋泾浜”让反诈
更贴地气

“提及转账的都别轻信、公检法从来
就没有安全账户、验证码切记不能输、个
人信息一定不能泄露、保健品千万不要乱
买……”大年初八，董曙光的“老年反诈
课”已经在社区开课了，用自己刚学会的
方言向老年人介绍春节期间的新型诈骗
方式，并做好防范骗提醒。此外，董曙光
每周都要到社区独居老人家中进行走访，
认真向老人讲解各种防诈提示。老年人

由于缺乏信息来源渠道、对新生事物的接
受能力较弱，更容易落入不法者的圈套，
为此董曙光下足了功夫。“为了拉近和老
人们的距离，让他们信任，我自己忙里偷
闲去学了吴江方言，现在说的还不太利
落，但都能听懂。”董曙光笑着说道。而对
于董曙光的“洋泾浜”，辖区老人们却纷纷
表示：“太亲切了，小董就是我们的自家
人，我们都信任他。”

董曙光还定期组织多种形式的“普法
讲座”，围绕电信诈骗、投资理财诈骗、保
健品诈骗等内容进行不厌其烦地讲解，拓
宽了社区老人获取防骗信息的渠道。董
曙光说：“没有什么养生、保健比不断提高
安全意识更有效果。”

从“管片儿”的社区民警，到辖区群众
的“自家人”，董曙光总说：“我有时是群众
的大管家，有时是群众的主心骨，更多的时
候，我就是群众的亲人，无论是守护生命财
产安全，还是热心服务解决困难，都是亲人
对我的期待，我没有理由让亲人们失望。”

通讯员 陈仁杰 施圣丽

本报记者 於苏云

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
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
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苏州相城元和街道集成
指挥中心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思想，坚持从
优化制度机制建设、强化网格服务能力、
细化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等方面入手，着力
破解部门联动机制不健全，信息共享存壁
垒等治理难题。
“集成指挥”，让部门联动更高效“有

人在太东路元和塘桥偷倒建筑垃圾！”近
日，元和街道集成指挥中心大厅接到由市
民拨打 110 举报的偷倒建筑垃圾的工
单。“这些车很有可能会再来。”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随即联络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
进行研判分析。通过调取监控等数据，初
步研判车辆可能来自附近的工地，并且已
经倾倒多次。

当天下午，在元和街道集成指挥中心
的协调下，综合行政执法局、规划建设管
理局以及涉事属地社区立即开展联合执
法，最终抓获偷倒建筑垃圾嫌疑人1人，
查扣重型自卸车辆1辆，同时找到涉事企
业负责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并进行了批

评教育。
这样的多部门打“配合战”在集成指

挥中心平台常有发生，因实际情况复杂
多变，且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只有依靠群
众积极参与、信息平台的及时响应和多
部门的联动配合，才能将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扼杀在萌芽，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
的利益。

“如今，我们的集成指挥平台已经融
合了12345热线、寒山闻钟、领导信箱、
数字城管、公众监督等多个系统的数据
信息，去年一年，我们共受理各类工单
67852 件，接听各类咨询和投诉 4000
余个，平均办结率98.68%，总体满意率
99.55%。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数
据应用场景，打造更全能的‘诉求中枢
站’。”元和集成指挥中心副主任包悦
花说。
“网格扎根”，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 近期,元和街道集成指挥中心接到相
城法院推送需调解案件5件，辖区内绿色
时光社区朝阳河花园物业将5户多年未
缴物业费的业主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
街道集成指挥中心第一时间联系绿色时

光社区第 1 网格网格员何一帆负责处
置。前期，何一帆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
况，收集意见建议，同时搭建起物业和业
主沟通的桥梁，督促物业完成各项问题
整改。

“经过这段时间的沟通，业主和物业
的矛盾已经有所缓解，希望网格长出面组
织大家坐下来面对面协商解决。”何一帆
反馈到。在社区书记、网格长、网格员的
共同努力下，最终5户业主都缴纳了物业
费。物业公司表示：“元和街道的“网格通
办”机制很给力！感谢网格长何一帆和上
级部门的关心。”“网格通办”机制通过发
挥基层网格的“根系力量”，做到及时化纠
纷，矛盾不上交。

近年来，元和街道不断优化“治理机
制，划分综合网格212个，专属网格2个，
微网格1100个；2022年招聘专职网格员
100名，聘用微网格联络员 1100名；同
时，为网格员配齐工具包、工作服、证件
等装备，开办多元化网格课堂，不断提升
网格队伍能力水平，提高网格管理服务
能力。

为进一步做实网格化管理服务，元和

街道集成指挥中心联合相城区大数据局，
在相城区基础协同平台上开设人房信息
系统，将元和街道150多个小区和公寓的
房屋信息纳入系统中。通过网格员巡查
走访，挨家挨户联系群众，即时有效采集
和更新房屋内人口信息，确保辖区实有人
口信息的完整、真实和鲜活。同时切实提
升网格员公共服务能力。人口数据库的
建立是为了提供更现代化的管理和服
务。集成指挥中心通过后台分析研判预
警，为相关职能部门决策提供依据，为社
区日常管理提供便利，真正实现“以房管
人”，形成“智慧网格”。

未来，元和街道集成指挥中心将充分
发挥网格员熟悉社情、民情等优势，全面
推动辖区精细化管理，让网格员随身携带
的智能手机成为社区、街道分析研判的

“活的数据层”。信息精确是城市现代化、
精细化治理的基础，下一步，元和街道集
成指挥中心将通过掌上录入、云端更新、
预警推送、线下核实等方式，不断提升数
据完整度，为元和的社会治理插上“智慧
之翼”。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梅方滢

吴江区公安局七都派出所刘静：“静”守藏蓝 初心如磐

吴江松陵派出所董曙光：

把为老服务的每件事做到辖区老人心坎上

集成指挥、数据赋能！

苏州相城元和街道让基层社会治理插上“智慧之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