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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逐渐炎热，蚊虫也多了起来。6月18日，钟
公庙卫生院医护人员上门为钟公庙派出所民警、辅
警送上驱蚊包。 通讯员 魏君驰 徐斐斐

“最可亲的人”邓程燕
她有军人的威严，最讲究的就是规矩；她更有女性的耐心

和温情，总是面带笑容，一副邻家大姐模样，被拘人员都亲切地
称她为“最可亲的人”。

她就是市拘留所民警邓程燕，有着20年的军人生涯，从部
队转业加入公安队伍后，从对失足妇女的收容教育，到专门管
教被司法拘留的女性人员，至今已经有14个年头。

两面锦旗和鲜花

在邓程燕的电脑里，记录了很多小故事。邓程燕说，对待
被拘留人员，在人格上跟她们保持平等，要先讲规矩，再沟通交
流；巡查时要面带微笑跟她们打招呼，让她们感受到温暖。

今年3月底，本地女子罗某因为拒不履行法院裁决被送进
拘留所，第一步安全检查就被发现身上藏了钱。“不是跟你说过，
钱不能带进拘留所，我们帮你寄存起来，出去的时候会还给你
吗？”邓程燕首先给罗某讲清楚入所的规矩，带罗某下楼去寄存。

邓程燕说，自己的工作就是这样，从四楼到一楼，从一楼到
四楼，每天数不清要往返多少趟，小腿都这样“锻炼”得很细
了。每隔一段时间，总会遇到这样那样藏钱的人。

接下来的流程是谈话，邓程燕的语气有些严厉：“你刚才的
行为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希望你接下来的谈话好好配
合，不再撒谎。”

罗某轻声回应：“是，对不起，我是怕钱弄丢了才藏起来的。”
邓程燕这才缓和了语气问：“欠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欠了多少钱，是我老公欠的，我只是签了字。他
现在人不知道在哪里。”罗某显得有些委屈。

“又是一个这样的人。”邓程燕心里暗暗叹息。但法律就是法
律，不能代替同情。“在法律上，你和他是同责，欠钱总是要还的。”

罗某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难以接受，进入拘留所后情
绪很是低落，寡言少语的。

邓程燕每天至少进监室去看罗某两次，有时吃饭的时候也
注意观察，看罗某是否正常吃饭，表情如何。如果发现有什么
异常了，就找罗某谈话，耐心开导，同时为罗某还款事宜多方联
系，使罗某在高墙中感受到浓浓的温情。

出所后，罗某携家属专程来到市拘留所，给邓程燕送来印
有“最可爱的人”“最可亲的人”字样的两面锦旗和鲜花表达敬
意和谢意。

10副眼镜

邓程燕说，她管教的大多是罗某这种因拒不履行法院裁决
被处司法拘留的女性。她在工作中发现，不少欠款人一开始不
是很愿意还钱，但进了拘留所，会比较怕、心慌，多少还是会还
一部分欠款。

“因此，我们首先是劝说教育她们要有还钱的态度和意愿，
然后再看还钱的能力。”邓程燕说，她不仅要做被拘留人员的思
想工作，还要做其家属的思想工作，了解其家庭经济状况，然后
跟债权人交流被拘留人员的个人和家庭经济状况、还款态度，
从而让双方和解。

跟罗某一样，绍兴女子潘某也是作为丈夫的共同债务人，
因拒不履行法院裁决在今年春节前被拘留。细心的邓程燕发
现，潘某身体不好，患有静脉曲张，不能长时间站立。于是，邓
程燕平时就让潘某多活动身体，有事没事也多和潘某聊几句，
确保潘某在监室里的安全。

邓程燕详细了解了潘某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主动帮潘某联
系债权人，进行沟通，最终达成分期还款的和解协议。潘某被
邓程燕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潘某看到
监室配置的近视眼镜旧了，就给拘留所捐了10副眼镜。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王岑

“这里有人吵架。”前段时间，慈城镇
景区智能管理平台公众号收到一条报警
短信，慈城派出所的一个手机终端也同
时收到了该报警短信，报警地在慈城古
县衙内。

景区管控中心指挥人员立即用对讲
机调派最近的巡逻人员赶到事发地，派
出所民警也同步赶往现场。1分钟后，巡
逻人员抵达现场，询问情况，不让事态进
一步恶化，民警随后也赶到现场。

经了解，吵架的起因是一部手机摔
碎了。一名游客说，另一名游客与自己
擦肩而过时撞了自己，导致自己手上的
手机掉到地上，而另一名游客不认同此
说法，双方吵了起来。

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用对讲机联
系景区管控中心，当场调取了监控录
像。保安现场播放了事发经过，两名游
客的确发生了碰撞，手机掉落也确实是
因为碰撞造成的。两名游客看到监控录
像后，最终达成了和解。

慈城派出所教导员郑锦荣表示，这只

是派出所无缝对接“景区智能管理系统”
的一个缩影。这个系统对慈城辖区所有
景区进行一体化监控管理，能够实时监测
景区内各种情况，主控室指挥人员根据大
屏幕的显示可调遣最近的人员到达事发
地，第一时间控制现场，报告事态情况并
进行处置，或协助民警进行处置。

据统计，在智能管理系统安装以前，
该景区平均年发盗窃案件4起，因遗失、
景区管理不合理引发的纠纷20余起。
而在2017年系统上线运作后，景区的盗
窃发案数为零，打架斗殴数为零，每年纠
纷数量低于3起，且均得到快速处置。

这些成绩的取得同时还得益于慈城
派出所不断推进的“雪亮工程”建设。目
前，慈城派出所的高清监控探头数量新
增超过300个，最大限度地扩大监控覆
盖面，辖区防范水平有了质的提升。慈
城派出所还积极与辖区各村、企业协调，
鼓励辖区内重点部位的商户加装监控探
头，大幅度提高各村、各企业及商户内部
的监控防范水平。

慈城派出所

千年古城的守护者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巡礼⑥】

慈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享有“江南第一古县城”的美誉。慈城也是“慈孝文
化”的发源地，子孝母慈的民风代代相传。作为千年古城的守护者，江北公安分局
慈城派出所传承“枫桥经验”，紧握时代脉搏，将传统的公安工作方式与现代化的数
字智能化手段相融合，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据了解，古城景区已连续三年实现
刑事案件零发案。

慈城镇景区智能管理系统指挥中心慈城镇景区智能管理系统指挥中心。。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慈城湖心村有一对陈氏兄弟，两家房
子一墙之隔，两兄弟却因为赡养70多岁老
母亲的问题经常闹别扭，关系日渐恶化，村
委会也出面调解过多次，但效果甚微。

今年4月，兄弟两人因为围墙外的
菜地归属问题大打出手。接警后，派出
所并没有简单处理，而是交由“古城老娘
舅”齐国飞调解。

齐国飞把两人叫到派出所，两人态
度很强硬，各执一词，均指责对方不讲道
理，调解不欢而散。齐国飞并没有急于
再次召集双方调解，而是到村里走访，深
入了解两人矛盾的根源所在。

接着，齐国飞上门分别找两人谈
心。“我们慈城可是‘慈孝文化’的发源
地，作为慈城本地人，应该引以为傲，以
身作则，去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华文
化。”说起“慈孝文化”，齐国飞信手拈来，

“再说了，赡养老人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你们两兄弟虽然各自成家，但毕竟
老母亲还在，还是一家人，家以和为贵。
一家人吵架打架，不但被邻居看笑话，也
给自己的子女做了极坏的榜样。”

经过细心开导，两兄弟均深感愧
疚。齐国飞又趁热打铁，找到两兄弟的
姑父、阿姨等亲戚上门劝解。最终，兄弟
俩主动联系齐国飞，相约到派出所签订
和解书，并表示将善待母亲，和睦相处。

郑锦荣说，“古城老娘舅”是设立在慈
城派出所内的专职调解室，创建于2016
年2月，以慈城“千年古镇”概念为依托，
深厚的“慈孝文化”底蕴为基础，以人为本
调解纠纷。同时，调解室还设立“公共法
律服务站”，由执业律师在固定时段上门
坐堂，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法律援助。

不仅如此，“古城老娘舅”还与时俱
进，积极开拓新型调解手段，将村、社区
的相关负责人纳入微信群，建立联系通
道，在调解有关因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
纠纷和疑难纠纷时集思广益，互帮互助。

据了解，“古城老娘舅”自成立以来
共接了350余起案件，成功调解344起，
成功率达到98%，涉及金额逾200万元，

“公共法律服务站”共为70余人次提供
了法律援助。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杨熙瑾

智能管理 古城景区三年零发案

慈孝为先 深厚文化底蕴解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