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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罗武昌

近年来，喜洲旅游业火爆，据统计，
日均游客约 6500 人次。旅游经济旺盛
的同时，也为社会治安带来了严峻考
验。大理市公安局喜洲派出所现有民
警10人、辅警29人，有限的警力明显捉
襟见肘。喜洲派出所为顺应当前旅游
经济发展新形势和新需求，全力构建

“快速反应、高效处置、热情服务、文明
执法”的旅游警务新模式，以优质的
警务服务提升市民游客的“平安指数”
和“满意指数”，全力打造“旅游快警”新
名片。

喜洲派出所因地制宜增设“旅游快
警”执勤点，开设了周城快警执勤点和
古镇市坪街快警执勤点，将派出所的服
务职能关口前移，实现“反应快、出警
快、到场快、调处快、服务快”的目标。

“在旅游旺季，我们以警务亭作为

驻警点，每天派驻 3 至 4 名警力前往有
风麦田、四方街等网红打卡点参与执
勤。当日执勤民辅警早上 7 点准时到
位，在巡逻的基础上，为游客提供警务
服务，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为远道而来
的四方游客添一份放心、增一点踏实。”
在喜洲派出所周城旅游快警点，教导员
段祖德介绍了“旅游快警”执勤点工作
开展情况，他说：“作为网红旅游地，近
年来，喜洲每日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
不绝，派出所合理安排，确保景区、景
点以及社会面都有警力，切实增强了
见警率，提升了群众和游客的满意度、
安全感。”

在设置“旅游快警”执勤点的同
时，喜洲派出所还推行“1+8+N”社会
治安联勤联动联防机制。喜洲派出所
副所长陈杰介绍：“‘旅游快警’创新了
警务模式，突出了快的特征。我们接
警以旅客求助电话居多，但毕竟警力

有限，必须依托‘1+8+N’社会治安联
勤联动联防机制（‘1’即派出所，‘8’即
综治中心、信访办、司法所、维稳办、法
庭、村委会、村民小组长、网格员，‘N’
即保安力量、红袖标力量、义警力量、
群众力量、行业力量等），采取白天‘社
区民警+警务辅警+志愿者’、夜间‘巡
防民警+警务辅警+保安’的巡控模
式，切实增强巡逻力度、加大巡逻密
度、提高巡逻准度，不断营造看得见的

‘安全感’。”
喜洲派出所还设立“周城快警便民

超市”，方便群众自助取证，并配置能力
强、业务熟、解答优的专人主动为群众
提供办事咨询，提示需要补充的材料、
流程和时限，直到群众办结所有事项。
采取“人巡点+车巡线+视频巡面”模
式，开展“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行
动，凸显一个“快”字，早处置，防止“小
事拖大、大事拖炸”。方便了群众，密切

了警民关系，净化了治安环境，有效维
护了旅游城市的形象。

今年1至10月，喜洲派出所共服务
游客359次，接受咨询513次，为游客和
群众办实事 319 件，寻回丢失物品 73
件，收到群众赠送锦旗 11面；累计破获
刑事案件 7 起，办理行政案件 71 起，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93 名；通过微信为
群众解决问题 697 人次，上门服务 6 人
次，推送服务信息 459 条，利用节假日
服务群众 2756人次，办理“三证”（身份
证、居住证、暂住证）2289 人，“跨省通
办”16件，审批特行 176条；向职能部门
通报矛盾纠纷 5起，协同化解矛盾纠纷
7 件，调处治安纠纷 14 起，民事纠纷 43
起，邻里纠纷49起，其他纠纷171起；辖
区内刑事、电信诈骗、行政案件立案数
和刑事、治安警情数同比下降 59.2%、
60.6%、1.56%、81.5%、20.5%，8月刑事案
件立案数首次为0。

大理市公安局喜洲派出所——

全力打造“旅游快警”新名片

漾濞县苍山西镇初级中学学
生在非遗进校园活动中学习火草
布纺织技术。（摄于12月4日）

苍山西镇初级中学一直重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与县文旅局联合开展非遗文化进
校园活动，通过让学生了解学习
火草布纺织、民族刺绣、大刀舞等
非遗文化，促进各民族学生深度
交融、团结融合、共同成长，有效
推进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走深走实。

［通讯员 杨木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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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李纲，字伯纪，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宋徽宗政和二年中
进士，北宋末任太常少卿、兵部侍郎等职。靖康元年，金兵围
逼京城，他反对迁都并登城督战，但不久就受到投降派排
挤。南渡后，李纲请求高宗“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
圣未还为念”，力主抗金复国，后遭贬斥被罢相流放。这首诗
借刻画病牛的形象，托物言志，感慨自己一生抵抗金人侵略、
革新政治却落得降职流放的结局，也抒发了即使已经年老力
弱、精疲力尽也愿为国家和百姓奉献自身的爱国情怀。

病牛耕耘千亩换来千座粮仓的充
实，但它自身却已精疲力尽，又有谁来同
情它力耕负重的劳苦呢？但为了众生都
能够吃顿饱饭，它即使累垮了病倒卧在
残阳之下（晚年病弱）也在所不辞。

释 义

本报讯（通讯员 周盛朝） 12 月 7
日，永平县残联2024年度残疾未成年人
基本康复服务项目在永平县残疾人托
养中心启动。

活动中，永平县残联、县委社工部、
永平缘爱行动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
向前来参加活动的 21 名残疾未成年人
及家长讲解了国家残疾人惠民政策、基
本康复服务项目等内容，给残疾未成年
人发放围巾、手套、水杯、急救包等爱心
物品，鼓励孩子们树立信心，在各级各
部门的关怀下积极参与康复项目训练，
健康快乐成长成才。

永平缘爱行动服务中心志愿者还
带领残疾未成年人进行健身操运动能
力训练、行走能力训练，给孩子们做日
常护理保洁，一起做游戏、制作手工漆
扇；永平县人民医院医生为残疾未成年
人现场进行综合康复测评、传染病五项
检测等；永平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讲授
了应急救护知识。通过一系列基本康
复服务项目的实施，帮助残疾未成年人
提升行动、语言表达、智力开发、社会交

往等能力，积极融入群体生活，提升他
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我家小孩有语言障碍，不爱说
话，性格孤僻，定期到永平县残疾人托
养中心进行培训和康复训练后，慢慢
地他能把三言两语连在一起讲话了，
还学到了一些知识。现在，他能够融
入到大集体中交流、玩耍，每天都过得
很开心，我希望他以后越来越好。”一
名家长说。

据了解，永平县于2022年起开展残
疾未成年人基本康复服务项目，至今已
经开展了 51期，服务儿童人数达 850多
人次，项目实施得到了残疾未成年人和
家长的一致好评。通过项目实施，大力
营造了关爱残疾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良好氛围，满足残疾未成年人身心全面
发展需求，激发内在动力，使他们最大
限度地建立生活自理、学习及社会交往
能力，减轻家庭照护压力，帮助他们更
好地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为他们恢复
正常社会生活及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奠
定良好基础。

永平启动2024年度
残疾未成年人基本康复服务项目

12月7日，大理市政协工商界和经济界委员联合组织开展“书香促履职·学习聚
共识”为主题的读书分享活动。

大理市政协工商界和经济界小组鼓励小组委员“每天阅读一小时、每月阅读一
本书”，积极营造爱读书、重学习、敢创新、能作为的浓厚氛围，引导委员在阅读中坚
定信念、提振精神，把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具体实践，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为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通讯员 马妍 阮春燕 摄影报道］

洱源县文强中心完小学生在观看机器人表演。（摄于12月6日）
12月5日、6日，洱源县科协联合大理州科协相继在洱源县第三中学、洱源县文强

中心完小开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受益学生1000余人。科普大篷车为学生们带
去了VR眼镜、机器人、卡丁车、数字模型等科普展品，激发广大少年儿童学科学、讲
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点亮科技强国梦。

［通讯员 段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