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翟梦丽

在公安法制部门中， 有这样一

群人， 面对的是对处罚结果不满的

群众， 而他们自己要作为 “警界律

师 ” 出庭应诉 。 吴巍就是其中一

员 。 2012 年从华东政法大学毕业

后， 他加入了公安队伍， 从派出所

治安民警做起 ， 2016 年起任青浦

公安分局法制支队民警， 主要负责

行政复议应诉工作 。 做一行精一

行， 在法律的圈子里精耕多年， 他

对这个工作有了自己的理解。 采访

中 ， 他反复提到 ： “既要严格执

法， 也要做好释法普法工作。”

5年参加诉讼庭审200

余起

从事法律工作的吴巍看起来并

不严肃， 一讲起工作， 很快就打开

了话匣子， 侃侃而谈对工作的理解

和感受。

吴巍工作的一个重头戏是作为

分局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 从事法

制工作 5 年来 ， 他参加诉讼庭审

200 余起。 在法庭上， 穿着公安制

服的他 ， 展现的是公安民警法律

素养 ， 维护的是公安机关执法权

威。

对他而言， 每一场庭审， 都必

须准备充分， 不能掉以轻心。 在法

庭上 ， 有时会遇到 “突然袭击 ”。

在一次开庭过程中， 原告因与邻居

发生矛盾心存不满， 在将邻居家的

玻璃窗砸碎后被公安机关处罚。 庭

审过程中， 原告突然提出了一个此

前从未提出过的观点， 称自己敲碎

玻璃窗属于正当防卫。 吴巍想起了

原告笔录中分明说自己是一气之下

才敲碎玻璃窗， 立马反驳： “你在

笔录中说因为邻居不配合有关部门

工作， 物业也不解决， 所以一气之

下敲碎了对方玻璃窗， 你的行为是

出于发泄不满而非制止不法侵害继

续实施。 单从这点上看就已经不符

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虽然没

有对正当防卫的观点作准备， 但吴

巍依然不慌不忙给出了回应。 “诉

讼工作重在平时积累， 如果对案件

材料不熟悉 ， 或者专业素养不扎

实， 法庭上就容易 ‘吃瘪’。” 原告

在听完吴巍的回应后， 不再强调正

当防卫这个观点。 庭审旁听人员也

对吴巍称赞道： “你对案件材料掌

握得很细致。”

不仅要自己懂法，还

要向群众普法

公安是执法机关， 总是第一时

间直面群众的矛盾纠纷， 复议应诉

岗位面临的多是对执法行为有异议

的群众 。 在这种工作环境的锤炼

下， 吴巍慢慢琢磨出了一套准则：

不仅要自己懂法 ， 还要向群众普

法。 “有时候， 来咨询复议的人自

己都不知道自己哪里做得不对， 总

认为民警处罚错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吴

巍认为， 自己的工作

不光要定分止争， 还

要向更多的人普及法

律规范， 让行政处罚

起到教育警示作用。

面对前来咨询交

通类处罚的群众， 他总会通过监控

视频还原事发经过， 再耐心向群众

解释问题出 ‘在哪里 ， 应该怎么

做。 不知道错在何处的， 弄明白了

自己已经触犯法律， 接下来也会更

加注意； 怀有侥幸心理不满处罚结

果的， 也心服口服。 通过这种 “摆

事实、 讲法律” 的工作模式， 不仅

提升了执法效果， 也实实在在给群

众上了一节普法课。

吴巍算了一笔账， 八成的群众

在这种模式下选择了服法息诉。 同

样， 面对民警执法瑕疵， 他也不护

短 ， 而是认真查找问题 ， 及时通

报， 并督促整改。 在他的不断努力

下， 分局治安类、 交通类执法质量

始终保持高质量水平。

工作一丝不苟， 吴巍也挤出时

间自我提升， 先后通过了国家司法

考试以及高级执法资格考试。 在进

博会安保工作期间， 吴巍发挥自身

优势， 与同事一起调研并汇编形成

《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法律服务

手册》， 为各执法办案单位提供强

有力的法制支撑。

去年， 在上海公安法制青年条

线大比武中， 他脱颖而出， 成为十

佳。 工作负责专业， 积极进取， 这

位警界 “律师” 用自己的言行彰显

了法制青年民警的别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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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律师”穿警服
———记青浦公安分局法制支队民警吴巍

沪出台《上海市慢行交通规划设计导则》

规范非机动车停放 关注残疾人出行需求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慢行交通包括步行、

自行车和合规的电助力自行车， 实

际生活中慢行空间容易被侵占或破

坏 ： 非机动车停车难 ， 轨交换乘

难， 立交、 地道出入口、 桥下空间

和畸形交叉口过街不便……记者昨

日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获悉， 《上

海市慢行交通规划设计导则》 （下

称 《导则 》） 已经出台 。 《导则 》

作为规范标准的补充提升， 注重场

景化应用 ， 对人民群众 “急难愁

盼”、 上海新一轮发展热土的五个

新城， 以及实际运行中发现的主要

问题等提出实质性指引。

《导则》 对慢行空间保障和设

施保护提出诸多措施， 如： 市政道

路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宽度统筹考

虑， 保障有效通行宽度； 公路城镇

段结合需求及断面宽度适时增设人

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优化道路全断

面， 统筹规划人行道设施带， 协调

道路停车空间； 建筑退界空间内的

停车和进出设置专门的进出口坡

道， 不占用人行道空间或打断人行

道的连续性等。

针对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慢行

系统，《导则》 从提升轨道站点的慢

行网络密度， 轨道站点出入口合理

布局地面公交、出租车、非机动车停

放设施打造“微枢纽”等方面，进一

步提高轨道交通跟其它交通方式的

衔接换乘效率，解决部分群众乘坐、

换乘轨道交通绕行问题。

对立交、 地道出入口、 桥下空

间和畸形交叉口等群众反映过街不

便的点位， 以及人行过街设施间距

太大、 绕行过远的问题， 《导则》

提出要重视人非出行流线的组织，

缩小过街设施与周边重要公共设施

出入口的间距， 提高人非过街便捷

性。 人行过街横道遵循行人过街的

最短路线布置， 当斜向人行过街需

求较大时， 可设置斜穿交叉口的人

行过街横道。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等非机动车

停放问题 ， 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难

点 ， 本次 《导则 》 对非机动车停

放， 要求提前合理规划设计轨道交

通站点等重点区域的非机动车停车

配建， 规范非机动车停放， 挖掘停

放潜能， 适应外卖业态发展， 并与

风貌环境相互协调。

市道运局扩展研究 “全年龄

层” 的慢行友好特性， 在 《导则》

中设置专篇指引慢行系统 “人性

化” 设计， 重点包括方便轮椅、 婴

儿车的公交站台无障碍设计、 交叉

口或地块出入口的平坡或缓坡设

计、二次过街安全岛设置等，关注残

疾人、老年人、儿童群体及一般人群

的出行需求，打造“全龄友好、充满

活力、品质宜人”的慢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