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年 65 岁的柏永平是绿华镇最早几批迁移

过来的村民之一， 在他的记忆里， 初到绿华时，

这里只是一片白茫茫的滩涂。 所以在很多像柏永

平这样的 “老绿华人” 口中， “潮来一片白茫

茫， 潮去一片芦苇荡” 是绿华最真实的写照。

“当时崇明要建设这块地， 就从各个乡镇抽

调了一批人过来， 我家里弟兄多， 就选中了我。”

那一年是 1973 年， 20 岁出头的柏永平拿着生产

队下发的棉席、 被子等生活用品， 就在芦苇荡里

开始了自己自力更生的新生活。

“条件是真的艰苦， 住的也没有像样的房

子， 就是用芦苇搭起来的一个环形棚， 几个人合

一间。” 在柏永平的描述里， 这样的 “房子” 更

多只是满足睡觉的一席之地， 而干的活也都是一

些围垦、 种地的体力活。

柏永平说， 那个年代， 还有一个极为真实的

社会写照： 荒凉的土地上， 一方面吸引着勤劳务

实的农民在这里开疆拓土， 另一方面， 无处生存

的地痞也逐渐向这里流散， 因而当时的治安环境

并不是很好。

“80 年代有了电影院， 小混混们为了一张

戏票都能厮打起来， 农家种的水果更是随手就能

拿。” 有限的警力不足以治乱， 柏永平在 90 年代

初加入了联防队， 以群众为力量辅助警力开展治

安防范。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也就是后来绿华

“西沙义警” 的雏形。

不过那时的联防队只是一个小型组织， 加上

柏永平也只有 6 个人。 “我们 3 个人为一组， 实

行两班倒， 抓的都是一些偷鸡摸狗的人， 而且一

抓一个准。” 柏永平饶有兴趣地告诉记者， 有时

候在夜里伏击， 远远就能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载

着蛇皮袋的人过来， 这个人很大可能就是贼了。”

那段经历给了柏永平在基层综治工作上最好的历

练， 让他对于可疑对象有了一种天然的嗅觉， 再

后来， 老柏便成了 “西沙义警” 最早的骨干力量

之一。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在崇明区绿华镇党委副书记季周平的办公室里， 有一本 《绿华镇志》， 翻开硬装绿皮封面， 旧时光的味道瞬间
扑鼻而来， 绿华的开篇就记载在这略显斑驳的书页里……

上世纪 70 年代初，绿华镇，在崇明岛西南端的长江滩涂上围垦而成，一批批务实的年轻人带着梦想迁徙到这里。

数十年间， 跟随着法治建设的进程， 绿华借鉴 “枫桥经验”， 在这个偏远的小乡镇界内， 织密起一张群防群治
安全网。 在这里， 每一个村民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 “西沙义警”。

正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记者走进绿华镇， 找寻长治久安背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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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 50年 从芦苇荡走来的崇明小乡镇……

“西沙义警”锻造“无贼乡村”

2016 年底 ， “长江口倾倒垃圾案 ”

引发社会关注，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案

件的背后， 还有 “西沙义警” 的故事。

西沙义警老许因为此前管理过外来人

口的缘由， 认识不少以捕鱼为生的外地来

沪人员， 其中就包括涉案人员钱某。 “钱

某原本是负责帮垃圾倾倒望风的， 但后来

因为种种原因， 位子被刘某顶替了。” 因

为心生怨气， 钱某就在一次无意的攀谈

中， 将刘某 “高薪望风” 的非法牟利手段

告诉了老许。

常年做综治工作的老许， 养成了一个

习惯， 会将所有治安线索记录在自己的一

本本子上， 原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老

许于是将这条可疑的线索记上了一笔。

“后来， 倾倒垃圾案经媒体报道后， 社

会影响很大， 我细细一琢磨， 觉得刘某涉案

的嫌疑很大， 便将当时记录的那条线索提供

给了警方。” 此后， 从刘某这一突破口切入，

警方势如破竹， 案件背后的幕后元凶被一一

擒获。

“这样的故事， 其实只是西沙义警的一

个缩影。 2017 年以来， 群众主动发现、 上

报各类综治信息 3000 余条 。 ‘西沙义警 ’

队伍通过开展全天候群防群治巡守活动， 给

犯罪分子以极大震慑， 增强了群众身边的安

全守护网，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高。”

绿华派出所所长朱卫荣告诉记者， 通过

开展群防群治 “西沙义警” 队伍建设， 地区

各类刑事案件发案率如今也在持续下降， 今

年以来首次实现辖区可防性刑事案件 “零发

案”， 成为全区唯一一个 “无贼乡村”。 同

时， 对特殊人群的管控力度进一步增强、 管

控实效进一步提高， 连续多年无特殊人群肇

事肇祸案事件发生， 为辖区社会和谐稳定打

下扎实的基础。

采访尾声， 从大学生村官成长起来的贾

全彪不无感慨， “我是一个新崇明人， 见证

着绿华的今天， ‘天下无贼’ 是一种愿景，

但我希望， 这种愿景能够长久地照进现实

里， 让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感受到长治久

安……”

进入千禧年后， 绿华镇开始提速发展。

“农家以耕地为生， 多的村是人均五

六亩， 少的村是人均二三亩， 加上绿华本

身土地肥沃， 果树林木在我们这里种植条

件很好， 尤其说到崇明 ‘老鼠沙’， 那柑橘

是出了名的。” 绿华镇党委副书记季周平告

诉记者。 另一方面， 随着近年来上海长江

隧桥、 崇启大桥的相继贯通， 如今的崇明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岛外游客， 坐落在绿

华的著名旅游景区西沙国家湿地公园和明

珠湖就是游客们到崇明的主要 “打卡点”，

每年游客接待量近百万人次。

“旅游产业带动着经济发展， 但与此

同时， 也给地区维护稳定、 社会治安、 公

共安全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季周平坦言，

尤其是到了节假日， 各类问题更容易爆发。

“像农村道路本来就狭窄， 往来车辆碰擦事

故多发， 为了一个停车位也会引发矛盾 。

而到了每年的收桔季节， 因为外来游客随

意采摘引发的纠纷同样不在少数。”

走出一条富有乡村特色的 “平安崇明”

发展之路也一直是区委政法委慧心描摹的

蓝图。 如何在这样一种乡村振兴的大背景

下， 有效提升社会治安防控的能力？ 将各

类问题化解在源头？ 绿华镇起初的设想是

借力 “平安志愿者”， 但一段时间后发现，

90 人的队伍虽然不算小， 但仍旧存在覆盖

面有限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 在群众工作

上似乎没有抓手也没有推力， 如何才能将

这个 “群防群治” 的工作落到实处？

在绿华镇党委书记朱晓平的要求和部

署下， 镇党委副书记季周平带队前往浙江

诸暨的枫桥镇， 实地感受 “发动和依靠群

众， 坚持矛盾不上交， 就地解决。 实现捕

人少， 治安好” 的 “枫桥经验” 到底有哪

些经验之谈。

“其实回来后， 我们就有了很多不一

样的想法， 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 为了群

众， 是 ‘枫桥经验’ 的重要精髓。 我们绿

华镇本身就人少地多， 农村又是一个熟人

社会， 群众工作应当是难度不大的。” 季周

平表示。

受到“红枫义警”的启发，绿华镇决定组

织这么一支群众队伍，契合着“西沙湿地”的

绿华特色， 取名就叫 “西沙义警”。

按照绿华镇党委书记朱晓平的设想 ，

“西沙义警” 是一个有形亦无形的队伍。

“目前，我们已将睦邻点负责人、平安志

愿者、农家乐经营者、垃圾收集员、村居民小

组长等 9 支队伍组合在一起，这是一支网格

化的巡防队伍。 在条线的部署上，我们还有

劳动监察、基干民兵、综合协管、专业社工、

居家养老、动物防疫、单位内部职工、市容协

管、特保、河道保洁等 15 支队伍。 ”

季周平告诉记者， 在此基础上， 绿华

镇结合自身人口密度小、 村居相对分散的

特点， 将辖区内有饭后散步习惯的居村民

整合在一起， 又形成了一支特殊的 “夜跑

队伍”， 负责日常步巡守护。

在勤务运作机制上， “西沙义警” 参

与巡守工作的等级也有所不同。 “我们根

据辖区派出所综合研判并发布相关勤务响

应级别后， 会同步启动 ‘西沙义警’ 等级

勤务响应机制。”

“这些 ‘有形’ 的队伍， 他们统一着

装、 佩戴红袖标， 为绿华构建起了白天有

河道保洁员等队伍 、 傍晚有夜跑等队伍 、

夜晚有社保队员等队伍、 单位有条线巡逻

队伍、 空中有视频监控探头的全天候立体

化巡守模式。”

季周平告诉记者， 所谓 “无形” 的队

伍， 其实就是生活在绿华镇内的每一位村

民。 “我们倡导按照 ‘自己的家园自己护’

的原则， 每个人都参与到治安防护的工作

中来， 守护自己的家园， 在这里， 每一个

人都是 ‘西沙义警 ’， 他们就像 ‘朝阳群

众’、 ‘西城大妈’ 一样， 是社会治安志愿

者最扎实的力量。”

“日常工作中， 他们会全面参与到治

安防范、 信息收集、 隐患排查、 看家护院、

景点安保等工作中， 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

性， 我们还有一套奖励机制。” 在绿华镇社

会稳定办主任贾全彪看来， 这无形之中给

绿华镇织就了一张社会平安防护网。

芦苇荡里的青春和记忆

旅游“打卡点”召唤西沙义警

村民化身“朝阳群众”“西城大妈”

今年辖区可防性刑事案件零发案

西沙义警日常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