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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丹枫，奉化公安分局大堰派出所民
警。1985年出生的沈丹枫已不算年轻，但
从警才2年多的他，还是一名新人。他已经
连续2年获评分局十佳社区民警，撰写的多
篇报道被中央、省、市多家媒体刊发，代表
分局参加区微型党课比赛还夺得了第一名
的好成绩。问起当初为何从警，他腼腆地
笑着说：“梦呗……”

2016年省公务员招考，沈丹枫放弃事
业单位的稳定工作，毅然选择报考人民警
察岗位，一路过关斩将，如愿进入公安队
伍。“记得当初有人跟我说：‘你这个年纪进
公安，怎么吃得了那份苦？要是分配不好，
被分配到大堰这类山区派出所，你连拼的
机会都没有。’结果一语中的，真来了大
堰。”沈丹枫笑着说道，“可能开头不是那么
美，但自己一定要想得美，敢想才敢拼！”就
这样，敢想敢拼的沈丹枫先赴温州开启了
为期半年的脱产培训。由于在警校的出色
表现，他被评为“优秀区队干部”，迈出了从
警之路第一步。

初到大堰，沈丹枫就跟随所里的老民
警一起东奔西跑，经过2个多月的奔波，顺
利帮助13家民宿办理了特种行业许可证。
随后又挨家挨户送证到家，实现了民宿业
务全程办证“零次跑”。

去年下半年，他又跟所长刘政一起，参
与民宿智能门禁升级改造项目，陪同科技
公司技术员上门安装智能门禁，后又不断
采集各家民宿业主的使用意见加以改进，
保证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一次次的上门到访，细致耐心地清查
隐患，不厌其烦地调试教学，让享受“一条
龙”服务的民宿业主们由衷地感佩这个小
伙子的作为，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沈警
官”，他也连续2年获评分局十佳社区民警。

“我们所是分局最小的派出所，日常工
作繁杂，没法跟城区所一样实行警种专
职。所以，工作只能大家一起做。”大堰所
教导员闫科杰说，“不过，小沈是真的优
秀！无论是社区警务、执法办案，还是日常
接处警甚至宣传报道，样样上手快，自学自
钻，请教取经，他总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挑起
担子。”

2017年8月初，初学侦查的沈丹枫，就
破获了一起非法狩猎3人团伙，在案犯的出
租房内搜检出了5麻袋共200余条野生蛇，
此案被宁波市公安局作为典型案例予以通
报。沈丹枫还参与侦办了诈骗、盗墓、贩
毒、网络赌博等专案，执法办案能力有了极
大提升。

除了办案，他还负责宣传。他撰写的
多篇报道被中央、省、市多家媒体报道，《一
封信》更是受到了宁波市委常委、公安局长
黎伟挺的批示肯定。

“多面手”，可以说是沈丹枫现今的代
名词。去年5月，他还以《警路》为题，以分
局的流动人口管理、电动车智能防盗及两
位年轻刑侦民警的事例为内容，代表分局
参加区微型党课比赛，夺得了第一名的好
成绩。

今年4月，他被借调到了分局情指联
勤中心，来到新的岗位，他从头起步，保
持初心不移、担当不变，继续他的别样从
警路…… 张贻富 应伟健

如果说民警通过“家庭警务”工作新模式处理解决群众的诉求是“精准打击”，
那么岔路派出所组建的“阳光义警”则是做好社会面群防群治工作的“全面进攻”。

去年以来，岔路派出所通过引导激发革命老区群众的红色基因，联合当地社
会公益组织“阳光公益服务社”组建了“阳光义警”总队，队员来自镇村干部、医生、
教师、个体户等各行各业，已从最初的200名壮大到351名，全部注册为志愿者会
员，在派出所指导下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开展群防群治工作。

“阳光义警”每日通过治安巡逻，开展隐患排查、线索搜集，邻里纠纷劝解、帮
助寻找走失儿童，开展扫黑除恶、防盗抢骗等宣传，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治安环
境，促进了社会和谐。去年9月，田良王分队义警队员华小燕不顾自身安危，勇救
一名落水儿童，在当地更是传为佳话。

据统计，一年来，“阳光义警”累计参与治安巡逻750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
料5500余册，处理风险隐患550处，化解矛盾纠纷137起，开展各类救助67次。

“‘阳光义警’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治理一支不可或缺的民间力量，有效破解了
以往群防群治力量组织难、管理难、保障难、持续性差等问题。”岔路派出所所长柴
海波说，现在要求加入义警的群众络绎不绝，义警队伍还在不断发展壮大中。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周国亮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巡礼③】

5 月 31 日上午 9
时左右，在宁海县岔路
镇梅花村，刚打算出门
买菜的张大娘看到派
出所民警杨琦又来村
里走访，一脸笑容地走
上前去打招呼：“杨警
官，今天这是上哪家串
门去啊？”

因为之前到张大
娘家走访过，杨琦跟她
十分熟悉，简单说了村
里一麻姓人家的姑娘
可能被人骗去做刷单
赚佣金。前阵子刚听
杨琦说过几类常见的
电信诈骗，张大娘知道
刷单正好是其中一种，
立马提出“熟人好说
话”，自告奋勇地和杨
琦一起去劝劝。

这是岔路派出所
社会治安源头防控的
一个缩影，也是当地警
民关系融洽的客观体
现。近年来，岔路派出
所创新“家庭警务”模
式，挨家挨户开展实地
大走访，同时借力社会
力量组建“阳光义警”，
排查治安隐患，化解矛
盾纠纷，一年来辖区刑
事案件同比下降了
48%，电信网络诈骗更
是由19起下降至5起。

用热血书写
别样青春！

据岔路派出所所长柴海波介绍，岔路镇是一个红色小镇，孕育了浙东红色政
权，梅花村会议遗址、山洋革命根据地就在这里，当地“红色精神”一直都相当厚
重。不过，这个地处宁海、三门、天台三县交界的小镇，超过半数村庄在山区，村民
不仅出行不方便，遇事找人处理也经常不知道找谁，有时遇上纷繁复杂的新型诈
骗，更是茫然无措、无从防范。

为此，岔路派出所传承“忠诚、首创、奋斗、奉献”的红梅精神，根据辖区实际创
新推出警务新模式——“家庭警务”。民警以家庭为单位，常态化走进每一户群众
家里，每天跋山涉水徒步10公里走访20余户农家，面对面了解社情民意，宣讲防
范、隐患排查、处理纠纷、靠前服务等，从源头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服务群众，让
群众见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了事，再也不用为“遇事找人”而烦心。

“我们专门设计了《家庭警务走访记录簿》，倾听并记录群众所思所盼，以村为
单位列出群众生产生活资料、村组织架构、安全隐患、矛盾纠纷、重点人员、结对帮
扶六张民情清单。”柴海波告诉记者，民警无缝对接网格治理“村民E点通”和“派
出所工作平台”，从源头上发现、排查、治理各类隐患和矛盾。

5月10日，民警杨琦在上金村走访村民娄某时得知，他家要建一间平房，建
房手续已被批准，却因可能出现的滴水问题遭到邻居阻挠，双方关系一时剑拔弩
张，村里也协调过，但双方各不相让，一直僵持不下。

杨琦详细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后，向村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并与村干部
将两户人家邀请到现场，让他们根据解决方案提出各自需求问题。最终，问题一
个个被解决，心气慢慢顺了，双方也就握手言和了。

同时，派出所针对岔路山区留守老人多的实际，在常态化开展送证上门、上门
办证等便民服务的基础上，在王爱、白溪山区设置“帮亲结对服务站”，会同公益组
织志愿者，定期对留守老人、儿童及孤寡病残人员上门开展各类温情服务。组建
文艺小分队，送艺下乡，弘扬平安、公益、慈孝等文化，促进乡村和谐。

一年多来，民警通过“家庭警务”工作新模式共计走访辖区5791户，发现各类
安全隐患762处，化解矛盾纠纷98起，上门服务群众878人次。

岔路派出所民警开展“家庭警务”，与村民沟通了解辖区情况。

创新推出警务新模式——“家庭警务”

“阳光义警”做好社会面群防群治工作

宁海岔路派出所:

一个山区派出所刑事案件
一年下降48%是怎么做到的？

“家庭警务”源头防控“阳光义警”助力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