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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华东政法大学

获悉， 本周日，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文物

保护法模拟法庭决赛将在华东政法大学

长宁校区举行。 本次活动由国家文物局

指导，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上海市文

物局、 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 这场

“法治 + 文物保护” 的赛事， 是新修订

《文物保护法》 落地后的首次全国性普

法实践， 也将为青年学子搭建“以法护

宝” 的实践舞台。

作为我国文化领域首部法律、 文物

保护“基本法”， 《文物保护法》 自

1982 年颁布以来， 历经多次修订完善。

今年 3 月 1 日， 新修订的 《文物保护

法》 正式施行， 为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

提供更精准的法治支撑。

记者了解到， 为推动新法普及， 国

家文物局联合华东政法大学等启动系列

普法项目， 模拟法庭活动是其中“重头

戏”， 旨在通过辩论形式， 引导大学生

深入理解法律条文， 推动法学教育与人

才培养， 在全社会营造“依法护宝” 的

浓厚氛围。

据介绍， 本次活动面向全国高校全

日制学生， 以校为单位组队。 经选拔，

北京、 上海、 西安、 兰州、 山东等地 8

支高校队伍成功入围。 辩题由文物保护

实务专家与法学专家联合编写， 紧扣新

法核心条款与现实难题。

值得关注的是， 活动将在华东政法

大学长宁校区举行， 这座跨越三个世纪

的校园于 2019 年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正是一个鲜活的文物保护教

材。 此次活动不仅是该校法治教育的一

次实践延伸， 更通过“课堂与文保共

振” 的创新形式， 让青年学子在辩论中

感受文物保护的责任。

此外， 今年 6 月 14 日是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 系列活动还将在湖南长沙举

办返场表演， 进一步扩大普法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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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
沪上百余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法治化治理路径

□ 记者 季张颖 实习生 刘嘉雯

本报讯 社区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 在超大城市中面临日益

复杂的挑战。 近日， 上海市法治研究会

社区治理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暨宝山区

党建引领小区治理研讨会在宝山区大场

镇举行， 百余位专家代表齐聚一堂， 共

同探讨法治力量在社区治理中的创新实

践与未来路径。

“楼上房屋漏水致楼下受损， 责任

如何认定？” “业委会成员如果已经不

住小区了， 还能继续做该小区业委会成

员吗？” “物业企业服务内容与合同约

定不符， 怎么办？” ……这些社区里的

常见问题， 究竟该如何破解， 研讨会

上， 与会专家们围绕“社区治理的法治

理论与实践前沿” 展开深度探讨。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

杨锃提出， 小区治理需实现“党建赋

能、 制度保障、 技术支撑、 自治文化”

四位一体突破， 构建“党建引领、 法治

护航、 多元共治” 的基层治理格局。

“党建引领下的‘三驾马车’ 的本质意

义就是通过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协调， 将

居委会的行政资源、 业委会的自治力量

和物业公司的专业服务机制结合， 形成

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杨锃表示。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彭辉教授强

调， 法治底线不容疏漏。 他呼吁， 在法

律强制力支撑的基础上， 应构建起“先

做人再做事” “想其所想， 急其所急”

的柔性支撑， 实现基层治理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相统一。

面对居委会、 业委会与物业之间的

权责失衡问题， 上海市法治研究会社区

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宋安成通过大量案

例剖析指出， 关键在于“各司其职”：

居委会主动协调， 业委会依法履责， 物

业企业提升服务与透明度， 三方协同方

能推动社区治理走向制度化与良性互

动。

大场镇康泰新城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 业委会主任陆彤钢表示， 大场镇是

一个拥有常住人口约 42 万的人口大镇，

不同群体在生活习惯、 文化认知、 公共

服务需求上存在巨大差异， 导致社区

矛盾纠纷易发， 治理难度增大。 结合

实践经验， 陆彤钢表示， 小区治理不

仅需要热心， 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

知识、 一定的抗压能力和管理工作经

验。

在论坛最后，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原副主任施凯总结强调， 当前社区

治理的核心在于夯实基层治理法治基

础， 完善组织体系建设。 他建议以党员

模范作用为突破口， 强化业委会依法治

理能力， 同时深化物业管理体制及市场

化改革， 为基层治理构建更坚实的制度

根基。

活动当天还举行了上海市法治研究

会社区治理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 “党

建引领 法治赋能” 小区治理 （大场

镇） 示范点共建签约仪式、 上海市宝山

区基层法治观察点揭牌仪式以及党建引

领小区治理观察员受聘仪式。

本报讯 近日， 由奉贤公安分局主

办的“反诈护贤 众心筑安” 2025 年

奉贤区“全民反诈宣传月” 启动仪式在

龙湖上海奉贤天街举行。 记者在现场了

解到， 2025 年以来， 奉贤区已破获电

诈案件 100 余起， 抓获嫌疑人 280 余

人， 追赃挽损 700 余万元。

本次活动中， 南桥派出所三位社区

女民警带来了反诈脱口秀， 民警们将

“反诈工作法” 融入幽默表演， 用“网

言网语” 揭秘刷单诈骗、 FaceTime 诈

骗等套路， 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由警银

合作、 真实案例改编的情景剧 《“钞”

级陷阱》， 生动再现了反诈民警、 银行

柜员与诈骗分子的精彩博弈， 引得周边

购物市民纷纷驻足围观。

此外， 刑侦支队反诈民警现场解密

了最新“屏幕共享” 骗局， 让观众通过

沉浸式互动掌握了预防诈骗的“三不

一多” 原则： 不轻信、 不透露、 不转

账， 多核实。 在现场举行的返赃仪式

中， 5 名受害人领回被骗资金共计 82

万元。

现场发布的数据显示， 自 2025 年

以来， 奉贤区已破获电诈案件 100 余

起， 抓获嫌疑人 280 余人， 日均预警劝

阻 120 人次， 追赃挽损 700 余万元。 其

中通过警银联动成功劝阻诈骗案件 41

起， 挽损 515 万余元。 奉贤区电诈案件

同比去年下降 23.6%， 预警劝阻成功率

提升至 98.7%， 资金止付时效缩短至

9.8 分钟。

本报讯 当咖啡香遇上反诈宣传，

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昨天， 在

2025 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上， 闵行公

安分局反诈专班和新虹派出所民警手持

贴有反诈标语的礼品和咖啡“走街串

巷”， 开展一场“零距离” 反诈宣传活

动。

“这份带有‘咖啡味’ 的反诈知

识， 我记住了！” 刚出差来沪的李女士

拿着贴有反诈标语的咖啡点赞道， 她既

感受到了上海的咖啡文化， 又体验了一

把上海警方的创新反诈形式。

据了解， 活动期间派出所联合辖区

“平安联盟” 商户， 回收每日店内产生

的咖啡渣， 分装成 200 余个环保礼袋，

而袋身上则贴有“中奖？ 先把手续费交

一交” “安全账户？ 切断一切联系让你

无处求助” 等反诈标语。 这些散发着咖

啡浓香的“反诈伴手礼” 一经推出便受

到市民欢迎。

“既推广咖啡文化， 又助力平安建

设， 我们当然要支持！” 某连锁咖啡店

负责人王先生表示， 商户不仅提供咖啡

渣原料和现场品鉴服务， 员工还主动化

身“反诈宣传员”， 结合近期高发的虚

假投资、 假冒客服等新型案例， 让市民

在享受咖啡的同时掌握防骗技能。

新虹派出所责任区队长任振超介

绍， 此次活动是探索“沉浸式 + 实用

型 + 联动化” 的创新宣传。 未来， 闵

行警方将继续依托“平安联盟” 建设，

联合辖区更多商户， 开展反诈、 消防、

交通等各类防范宣传活动。

记者获悉， 今年以来， 闵行公安反

诈专班立足辖区实际， 持续开展“精准

反诈” 模式。 针对辖区企业、 不同人群

推出“滴灌” 式创新实践， 通过“AI

智能语音” 向易受骗人群靶向推送警示

信息， 目前已累计拨打 213.94 万次。

通过多种宣传举措， 进一步构建全民反

诈的良好局面， 警民携手共筑平安“防

火墙”。

破获电诈100余起挽损700万元
奉贤区启动2025年“全民反诈宣传月”

□ 见习记者 王雅雯 通讯员 吴丹盛

推动新修订《文物保护法》普及
首届全国大学生文物保护法模拟法庭活动本周日开赛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咖啡礼品“走街巷”
反诈宣传“零距离”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李季林 陆毅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