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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一场交融司法实践

经验与法治人文关怀的交流座谈会在青

浦区人民检察院正式召开。

会上， 与会人员围绕检校合作调研

课题“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矫治”

“社会支持机制完善” 等议题展开热烈

讨论， 重点聚焦三大关键点： 梳理法律

监督权边界， 明确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

涉未案件中的角色和职责， 凝聚未保工

作合力。 同时， 加强公检协作， 实现涉

未案件公检数据实时互通， 此外， 提升

未保工作效能。 探索构建社会支持制

度， 盘活未保社会力量， 打通罪错未成

年人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

通过这场跨越检校两界的交流座

谈， 双方不断拓宽思维视角， 力求寻找

实现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

统一的解决方案， 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注入全新动能。

推进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 高

校是第一阵地， 检察机关是重要实践基

地。 会上， 雷海峰副检察长与高维俭教

授代表双方共同签署《关于推进检校合

作的框架协议》， 互相设立人才培养基

地， 助力华政学子在检察实务中锤炼专

业素养。

本报讯 “你好， 我不是徐家汇的

居民， 能找蒋敏老师帮忙吗？” ……56

岁的蒋敏是徐汇公安分局徐家汇派出所

民警， 她常年迈着轻快活力的步伐， 不

管是同事还是居民群众， 都喜欢叫她

“蒋大姐”。

蒋敏有 35 年的社区、 治安管理工

作经验， 现在是派出所“三所联动” 专

职调解员。 近 3 年， 蒋敏成功调处矛盾

纠纷 310 余件， 成功率接近 100%。 正

值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 近日， 记者来

到徐家汇派出所， 跟随“蒋大姐” 走进

她的日常调解工作。

21 年前， 外来媳妇林女士与丈夫

朱先生、 婆婆同住在一间房。 近年来，

林女士的丈夫和婆婆相继去世， 然而，

朱先生家其余三兄妹却因房屋继承权问

题与林女士发生了矛盾， 3 人多次上门

主张该房屋的所有权， 甚至采取过激行

为逼迫林女士搬离房子。 林女士向派出

所反映情况。 获悉情况后， 蒋敏首先对

朱家三位兄妹开展了法治教育， 向他们

明确“采取过激手段无法解决问题”。

安抚双方后， 蒋敏咨询了律师关于

遗产继承问题， 同时协调街道司法所、

律所、 居委会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

作。 调解现场， 律师详细讲解了法律规

定。 “你们母亲晚年时， 都是林女士在

照顾， 按照继承法规定这房子她也有

份， 你们三兄妹不能把她赶走。” 蒋敏

向双方说道。 经过多次调解， 林女士与

朱家三兄妹终于达成和解意向， 签订了

调解协议书。

“把群众的‘心上事’ 当作自己的

‘上心事’，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看到你、

认识你、感谢你、愿意向你倾诉。”这是蒋

敏数十年来工作的缩影， 面对满屋子居

民群众送来的锦旗， 蒋敏感慨：“只要群

众需要，我就会帮忙，现在，调解纠纷也

成为了我的‘爱好’和‘习惯’。”

本报讯 今年 3 月 5 日是开展“学

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的第 62 个纪念日。

一大早， 南京路步行街上学雷锋活动就

已展开， 南京路上好八连及武警官兵以

及民兵志愿者等摆开服务摊位， 为广大

市民游客提供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便民服

务项目， 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 图为好

八连官兵在为市民修鞋

本报讯 今年 3 月 5 日是第 62 个学

雷锋纪念日， 开展平安市集、 量身定制

反诈服务……各区交警走上街头， 续写

新时代雷锋故事。

“陈老伯， 我们过来帮您量量血

压！” 3 月 5 日一早， 宝山公安分局大

场派出所民警王作钦敲开陈老伯的家

门。 “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关心我、

帮助我。” 陈老伯说道。

在杨浦公安分局举行的“三五学雷

锋纪念日杨浦公安平安市集”活动上，市

民可以体验“警剪”摊位的理发服务。

在长宁， 新虹桥治安派出所“蓝动

力警务服务工作室” 瞄准楼宇白领“量

身定制” 反诈服务。 民警化身“反诈讲

师”， 通过真实案例解析冒充老板、 虚

假合同等诈骗套路。

在浦东，交警支队“申城铁骑”小分

队针对老年群体推出“移动安全课堂”。

在闵行， 闵行交警走进颛桥银星学

校， 通过实景演示、 交通手势操、 发放

“公益头盔” 为 300 余名师生带来一节

交通出行课程。

在青浦， 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

所长梅军与街道居委会一同到辖区老年

养护院，为老人们免费理发，送去关怀。

在奉贤， 奉贤区海湾旅游区平安办

联合海湾派出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

居委工作人员开展平安建设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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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里、樱花树下……她们守护城市
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走近守护平安的“她力量”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老先生， 钱包是什么时候不见

的？ 您先回忆一下， 马上带您去看监

控。” “当前入园人流量较大， 请家长

带好小朋友， 不要走散。” ……

或许， 你也曾在街头巷尾见过她们

的身影、 听过她们的声音。 她们是女民

警， 是城市平安的守护者， 是群众眼中

的温暖阳光。

三八妇女节前夕， 记者前往普陀和

宝山， 在派出所窗口前、 在公园樱花树

下， 了解守护平安的“她力量”。

“那个会爬楼的女民警”

“平日在社区管理中常会碰到各种

各样的突发事件， 现在社区居民一提到

我就会说‘那个会爬楼的女民警’。”

记者眼前这位外形干练的女民警叫

李潇， 是普陀公安分局甘泉路派出所的

一位社区民警， 而在 6 年前， 军人家庭

出身的她还服役于武警边防部队。 回忆

起从警以来印象深刻的事， 李潇最先想

到的就是翻越楼房外墙救助一位突发疾

病的老人， 而这也得益于自己过往的工

作锻炼。

“当天我正好在社区走访， 一位楼

组长阿姨跑过来跟我说， 二楼的李阿姨

突然癫痫发作了。” 李潇回忆道， 当时

她透过窗户看到李阿姨全身抽搐、 口吐

白沫， 嘴角还有血迹， “李阿姨是把自

己反锁在家里， 情况比较紧急， 我让楼

组长联系了消防和 120 到场， 然后我发

现李阿姨家的阳台窗户开着， 想着自己

身体素质还可以， 就从外围墙爬进二楼

打开了大门。 不久后， 120 救护人员也

到场开展救助。”

从那以后， 社区居民便称李潇为

“会爬楼的女民警”。 “我觉得女性力量

在公安队伍中是必不可少的， 女民警和

男民警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思路不同， 包

括我碰到过一些涉及女性的事件， 女民

警能够不避嫌地去介入和解决。”

“现在社区工作越来越重要， 我希

望能够更深入地融入社区， 社区里也经

常有阿姨跟我说， 让我赶紧学会上海

话。” 李潇笑着说。

“成为一名警察是我的理想”

“小姑娘， 我来问个路。” 最近，

顾村公园的早樱已进入盛花期， 在樱

花树下， 荧光制服让两位女民警格外

显眼， 不少游园的市民上前求助或问

路。 “我看了一下路线图， 您往前一

直走。”

洪梅华和徐俊秀是宝山公安分局交

警支队的青年女警， 从警刚满 2 年的她

们同一批进入宝山交警队伍中。 “每天

七到九点是早高峰， 现在外环隧道大

修， 我们需要对限行的大货车及非机动

车进行拦截， 来确保早高峰有序畅通。”

平日里， 洪梅华负责值守长江路隧道，

去年夏天， 一辆小货车在隧道内发生侧

翻让她印象深刻， “当时有很多车主急

着要过江， 我一个个向他们解释， 之后

跟消防等部门一起花两三个小时把问题

解决了， 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穿上这身制服让我感到了肩上的

责任， 也为我增加了一定的威慑感， 我

要为道路交通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

果还有能力的话， 我还想去普及交通法

规。” 徐俊秀说。

“三八妇女节就要到了， 我想对自

己说， 成为一名警察是我的理想， 希望

今后在从警的道路上， 继续不忘初心，

始终为群众做一些好事。” 洪梅华坚定

地说， “同时也祝福和我一样， 战斗在

一线基层的女同志们节日快乐。”

续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上海各区交警走街串巷送平安

□ 记者 季张颖 陈颖婷

见习记者 王葳然 王雅雯 陈姝楠

第62个纪念日“相约”南京路

□ 杨奕 摄影报道

打通回归社会“最后一公里”
检校跨界交流“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矫治”等课题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外来媳妇”遭排挤？
“警营大姐”化身“三所联动”专职调解员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李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