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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七一建党节来

临之际， 日前， 市公安局崇明

分局港沿派出所组织青年民警

代表， 走访慰问辖区老党员、

抗美援朝老兵徐兴康。

此次走访不仅是一次慰

问， 更是一次精神洗礼。 港沿

派出所青年民警们表示， 将从

革命英雄的故事中汲取信念之

源， 传承革命薪火， 以忠诚守

护不断践行初心使命。

本报讯 昨天， 西岑科创

中心警务站正式揭牌启用。 警

务站选址在西岑科创中心核心

区域， 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全力护航长三角一

体化国家战略， 助力西岑打造

世界级“数创新高地”。

据悉， 在投入使用后， 该

警务站设立案事件接报窗口，

将接受市民群众求助咨询的窗

口进一步前移， 惠及范围扩大

至青西郊野公园周边。

最直接的体现是， 住在华

为单身公寓的居民原本需花费

15 分钟车程前往金泽派出所

咨询求助的事宜， 如今仅需 3

分钟步行至小区门口， 即可在

警务站办理， 大幅节省了时间

成本。

本报讯 外卖、 快递骑手

为赶时间频发超速、 闯红灯、

逆行等交通违法， 已成城市治

理顽疾。 为从源头破解这一难

题， 在上海市公安局交管总队

指导下， 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

队创新治理模式， 直击全区近

千家外卖、 快递配送站点， 强

化源头管理。 截至目前， 已对

存在骑手失管脱管问题的 20

家站点依法进行约谈提醒， 对

28 家问题站点予以行政处罚，

构建起针对站点的全链条管理

体系。

上海公安交管部门的最新

数据显示，上海每天外卖、快递

人员约有20万人在路上。 因为

订单的时效性要求对外卖、快

递骑手形成了较大压力， 使得

闯红灯、 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

禁不止，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为压实外卖、 快递站点的主

体责任， 浦东交管支队督促站点

定期组织骑手开展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培训与考核， 推动站点与骑

手逐一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 将

交通安全表现纳入骑手绩效考核

体系， 对考核不通过的骑手实施

暂停接单处理。

以叮咚买菜成园站为例， 该

服务站固定在每月第二周的周二

开展“安全日” 活动， 在组织骑

手开展交通安全培训的同时， 开

展针对性考试。 对于考试不合格

的骑手， 当天暂停接单资格， 并

组织交通安全法规学习， 直至考

试通过再恢复接单。 据统计， 在

全站 17 名骑手中， 今年已有 2

名入职不久的新骑手因考试不合

格而被暂停接单。

本报讯 “孩子我管不了

了， 让他父亲带走！” 这一幕

发生在闵行公安分局七宝派出

所的调解室内， 初中生小余的

母亲面对亲子关系的僵局情绪

几近崩溃……近年来， 面对校

园暴力、 亲子矛盾、 学业冲突

等敏感的涉青少年警情和求

助， 七宝派出所持续探索“警

校联动” 机制， 充分发挥党员

民警在基层治理中的先锋模范

作用， 以党建引领凝聚合力，

依托社区少年服务队， 实现提

前预警、 及时干预、 闭环回

访， 成功教育帮扶辖区 16 名

深陷困境的青少年。

今年初， 七宝派出所通过

警校联动机制， 发现了一名初

一在读学生小余， 可能存在家

庭关系失和的情况。 专管民警

刘维平主动介入并了解情况。

小余生活在一个离异家

庭， 一直与母亲生活。 2 年

前， 因为不能按时完成作业，

母亲在与小余争执过程中误伤

了孩子。虽受伤不重，母子间却

埋下了“伤”，之后小余便呈现

出“暴走”的一面，几乎无法正

常沟通。获知情况后，校方也采

取了教师约谈、 心理干预等方

法，但收效甚微。今年5月，小余

因琐事再次与母亲发生争执。

争吵过程中， 母亲扬言“不要

孩子了、 让父亲领走”， 小余

在惊恐下报警求助。

单亲家庭、 母子争执、 肢体

冲突……母子关系似乎不可调

和， 然而在民警刘维平看来， 小

余并非“无药可救”。 在沟通中，

他掌握到小余认为母亲过于“强

势”， 言语中缺少对他的关爱。

为打开正常的沟通渠道， 刘

维平一方面避开训诫说教， 巧妙

以“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为切入

点与小余深入交谈， 引导他“做

事先做人”， 理解母亲独自抚养

的艰辛， 学习理性表达诉求； 另

一方面向小余母亲介绍青少年的

心理特点， 倡导以“鼓励式” 教

育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 一步步

促成母子相互表达歉意。

在持续引导下， 刘维平成为

小余愿意倾诉交流的对象， 两人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刘维平还手

书了一份《寄语》 送给小余， 信

中希望小余能成为一名“阳光靠

谱的男子汉”。 小余母亲请老刘

签名后， 还装裱了起来， 并不时

向刘维平通报学习情况， 老刘也

顺理成章成为编外老师， 愿意帮

他“补课”。

为持续关注小余日常的学习

生活， 警方还联动校方、 街镇建

立线上“护苗” 工作小组， 由教

师整理汇总小余的在校动态， 街

镇安排楼组长跟踪情况， 全方位

关心他在家庭、 校园、 社会中的

表现。 在多方努力下， 母子关系

缓和， 小余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

阳光。

2025 年 7 月 2 日 星期三 平安 A4

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陪伴

2024年“诚信之星”发布 上海民警当选
□ 记者 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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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因为电视上的一

瞥， 将痛失爱子的山西夫妇与

上海民警紧密相连， “儿子”

的身份一扮就是十多年。 近

日， 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

革委向社会发布了 2024 年

“诚信之星”。 其中， 上海市公

安局浦东分局梅园新村派出所

副所长姜经纬光荣当选。

从警多年， 姜经纬始终秉

持着诚信做人、 踏实做事的原

则， 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非

凡的业绩 。 2013 年， 一档

《中国梦想秀》 节目成为联结

姜经纬与山西夏占海、 梁巧英

夫妇命运的纽带。 十年前， 这

对山西老人因遭遇煤气事故痛

失长子， 母亲梁巧英因此瘫痪

失忆， 夏占海无奈编织出“儿

子在外工作” 的善意谎言维系

妻子精神。 而夏占海在一条上

海电视新闻中， 偶然瞥见一个

与长子容貌酷似的人———一位

正在世博园区执勤的青年民

警。 节目组几经辗转找到姜经

纬后， 姜经纬毫不犹豫许下承

诺， 要做这对老人的“儿子”。

这一诺， 便是十二年如一日的

坚守。

多少个日夜， 姜经纬坚持

视频问候， 声声关切跨越千里

传递城市温暖， 他邀请老人来

沪观光、 团聚， 又专程奔赴山

西陪他们过年， 他的制服照被

挂在了“妈妈” 梁巧英的床

头。 在他的悉心陪伴下， 夏家

父母的晚年生活有了慰藉， 梁

巧英病情慢慢好转， 他真的成

了“夏家儿子”。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35

周年。 身为浦东公安民警， 姜

经纬与这片热土休戚与共。 他

深耕社区，所管辖的东园一村，

曾是乱象丛生的老旧小区，“飞

线充电” 如同空中“蜘蛛网”，

“僵尸车堵路” 让居民苦不堪

言。面对这些难题，姜经纬一头

扎进社区，深入调研，推出“一

网统管”模式。居民只需拿起手

机拍照， 就能将问题直报，居

委、物业迅速联动响应。这个模

式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 打开

了社区治理的“新大门”，让社

区逐渐焕发出整洁、 有序的新

面貌。 他更是借力“三所联

动” 机制， 成功调解居民矛盾

数千起， 开展法律咨询 500 余

次。 姜经纬时刻牢记对居民的

每一个承诺， 无论是调解纠纷

还是解决实际问题， 都尽心尽

力、 说到做到。 他表示： “面

对群众， 我们必须一诺千金、

言出必行， 只有这样， 群众才

会更信任我们， 我们才能更好

地守护社会和谐。”

从山西吕梁到上海浦东，

从革命老区到改革热土， 姜经

纬用行动诠释着“一诺千金”

的分量， 它既是十二年如一日

跨越山海的亲情陪伴， 也是投

身浦东开发开放三十五载的平

安承诺， 更是二十一年前初披

警服时立下的忠诚誓言。

对骑手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失管脱管

浦东警方处罚28家快递外卖站点

□ 记者 陈颖婷

闵行公安探索“警校联动”机制

党员先锋模范守护“问题少年”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陆毅豪

青浦：西岑科创中心警务站启用

崇明：红色精神 薪火传承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沈群 摄影报道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高羽豪

青年民警聆听徐兴康讲述“铁原阻击战”的英雄故事

西岑科创中心警务站揭牌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