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走过一米线内整齐停放电动车、自行车的

架空层，打开一扇扇通透的玻璃门禁，穿过一个
个宽敞的门厅，踏上一级级干净的台阶……如
今，在天合家园，无论哪条楼道都是这样整洁。
不过，你可能想不到，要是时光倒退到两年前，
这个2005年交付的老小区，可就是一幅不忍
直视的景象了。

“当时，我们刚入驻，各种自行车、电动

车、杂物、生活用品，只要能运上楼的，几乎都
能在楼道里看到，而且每条楼道都是如此。”
浙江雅高物业天合家园项目经理龚永发这样
告诉记者，“对于这个老小区而言，光靠我们
物业的力量，想把楼道清理干净，是件非常艰
难的事情。于是，我们就与街道、公安、消防、
城管、社区、居民志愿者一起，开展了一场持
久的楼道整洁行动。”

物业联手社区、城管等部门
开展持久楼道整洁行动

寻找 楼道最最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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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保持楼道整洁、楼层干净写进文明墙门公约，培养居民树立“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观念，打造整洁、优美的楼道环境意识。在江北庄桥街
道，已经有17年历史的天合家园小区，一共有33幢楼房，77个楼道，虽然并不
一定能让你一眼惊艳，但每个楼道给你的感觉一定会是“太干净”了。

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

江北这个17年的老小区真干净!

在整洁行动开展的初期，社区就通过志
愿者引导居民树立整洁楼道“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责任意识，而且通过公安、
消防、城管等部门，向居民宣传消除安全隐
患、防火防盗意识。“这样一来，居民逐渐认识
到，楼道堆物不仅是危险的，而且导致环境脏
乱差，最终损害的是居民自身的利益。”天合
社区党委书记谢庆恩说，“在转变居民思想的
同时，我们就和物业开始在架空层下面规划
了一米线，用于规范停车，并安装了智能电动
车充电装置，来杜绝乱飞线的不安全现象。”

随后，物业就和社区、业委会一起，开始

对楼道进行大规模的整治，两年下来，一共清
理了各类废旧物品120余车、“僵尸车”270多
辆。

“当时看到物业人员、社区社工还有居民
志愿者，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都在不断
清理巡查，楼道环境真的是越来越整洁了，我
们居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由衷地感谢他们
的辛勤付出。”小区居民李军回忆道，“不得不
佩服他们，实实在在地让我们小区的每一条
楼道都变得整洁了，安全隐患也消除了。而
且一米线划定后，居民们在架空层规范停车
也都越来越自觉了。”

引导居民转变思想
树立整洁楼道的责任意识

B.

现在，在天合家园，物业、社区、业委会
三方已经制定了一套常态化的检查、清理等
制度。物业保安每隔3小时对各个楼道进行
一次巡查。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乱堆物或
停车不规范现象，就立即进行整理，能够联
系到业主的，立即提醒其尽快自行清理或收
入屋内；如果为无主物品，则放在物业指定
的地方保管，便于日后业主认领。为了将这
个制度长期落实下去，物业的保安主管、保
洁主管、客服还会随时对此项工作进行监督
巡查。

“可以说，天合家园小区每个楼道能保持
如今这般干净整洁，除了这项制度得到了严
格的贯彻执行，也要靠业主的自觉。两年了，
大家都已经养成了良好的环境卫生习惯。”谢
庆恩说，“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观念，在天合家园小区居民的心中已经达成
了普遍的共识。“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宁波创
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契机，和居民、物业一
起继续努力，把天合家园这个我们共同的家
园治理得更美好。”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刘海丽 张水霞 文/摄

制定常态化检查清理制度
养成良好习惯已成居民共识

C.

从痴迷电脑到成为“林教头”

这位全国优秀警察
是这样“炼”成的

宁海县公安局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波日前被公
安部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他是宁海县公安
分局获此殊荣的第五位民警，也是宁波市网警战线的
唯一一名入选民警。

少年时代就为电脑着迷

林波与网络的缘分，可追溯到20多年前。那是
1998年，学校举办的一场课程，向身为高中生的林
波，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那天，我第一次听到‘计算机’这词儿。当时就
觉得，计算机好厉害哟，能算算数，能画图，还能玩游
戏。”林波说。

从此后，“当个电脑高手”的梦想，就深深刻在这
个16岁少年的心里；临近高考，学业趋紧，但林波总
会挤出时间，溜进学校的机房，一头扎入电脑里，苦苦
琢磨、探索。

没多久，林波居然像模像样地编出了一个游戏，
这令他十分兴奋。“那游戏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下面的
机枪打上面的方块目标，有3D立体，没框架，但我蛮
有成就感的。”林波回忆道。

第二年，林波迎来了高考。好事多磨，填了计算
机专业的他，却被工商管理专业录取。但他并未放弃
自己的兴趣，在校期间，他一边攻读工商管理，一边进
修计算机。最后，揣着两本学位证，走出校门。

派出所里最刻苦的啃书人

2004年，林波大学毕业，看到公安招考的信息
后，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最终以笔试第二、面试第一
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派出所刑警。

穿上警服的那一刻，林波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
使命感，前所未有的责任压在了他的肩膀上。业余时
间，他除了阅读《电脑报》，就是浏览网络新闻，关注新
型网络犯罪。林波敏锐地捕捉到，网络犯罪正异军突
起，手段比传统犯罪更为隐蔽，侦破难度也更高。他
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斩断犯罪分子的魔爪。

“办公室的电脑两侧，林波叠着高高的两沓书，除
了破案类，剩下全是和计算机维护、编程、网络技术有
关的。下班后，我们时常透过书堆，看到林波正在专
注地啃着一本本难懂的专业书籍。”宁海县公安局深
甽派出所所长朱光由衷地欣赏这位年轻人。

凭借出色的计算机技术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面对网络新型犯罪，林波总是能提出突破性思路和有
效解决方案。如此一来，他很快就成为宁海县公安局
无人不知的“技术大拿”，2010年进入网络作战主战
场——网警大队。

“传帮带”培养新人不遗余力

随着网络犯罪案件发生率越来越高，一个“林波”
已经难以满足宁海县公安分局的需求。2020年12
月，在县局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林波工作室正式揭牌。
这是全市首个以民警名字命名的网络安全实战培训工
作室，也因此林波多了一个称号，那就是“林教头”。

工作室成立之初，从大数据侦查实战中心、基层
派出所等实战单位遴选出6名骨干民警跟班学习。

“林教头”厘清思路，因材施教，获得学员们认可。“对
于基础扎实的，我平时讲得深一点；较为薄弱的，就跟
他们讲一些基础的东西。侧重于办案方向的，就让他
更多地理解思路，掌握网络犯罪的运作模式；基础水
平较高的，我就让他们注重实操类，利用模拟真实案
件的网络场景，让他们寻找漏洞，获取后台嫌疑人身
份。”林波说。

在林波的带领下，学员们持续深入研究新型涉网
案件作案形式和手段，聚焦互联网行业黑灰产内幕，
发挥大数据优势，破获了一批新颖、典型的大要案。
至今已为办案部门协查各类案件线索3000余条；做
好电子数据取证工作，累计受理检材589件，出具检
查报告近百份，为重大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撑。

记者 邹鑫 通讯员 周国亮

天合家园小区的文明天合家园小区的文明公约公约。。
整洁的一楼过道。

电梯里的温馨小挂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