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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君蓉）日前，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山西省
工商业联合会发布了“能动履职培树创新品牌 服务保障市
场主体健康发展”优秀护企品牌，盐湖区人民检察院“盐检护
企”、芮城县人民检察院“检盾润(芮)企”、稷山县人民检察院

“稷小智”护企品牌成功入选。
盐湖区人民检察院创建的“盐检护企”品牌，开展专门巡

回检察，形成多方监督合力，切实保障社矫对象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正当权益，真正实现社区矫正监督执法、检察监督与服
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双赢多赢共赢”，为服务保障市场主体
健康发展贡献检察力量。芮城县人民检察院以“检盾润(芮)
企”品牌为引领，聚焦专业化、精准化、法治化建设，统筹“四大
检察”职能，一体推进护企机制建设、案件办理、社会综治、普
法宣传，以高质效检察供给服务高质量发展。稷山县人民检
察院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稷小智”护企品牌，积极服务创新型
企业，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建立服务点，探索开展

“1+1”结对式、点餐式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不断强化知识产权
综合司法保护。

去年年初以来，我市检察机关积极贯彻落实最高检关于
“检察护企”专项行动的部署要求，紧密结合全省护航法治化
营商环境工作，主动融入运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结合辖区企
业发展特点，聚焦企业“急难愁盼”，倾力打造检察护企品牌，
依托品牌创建，提升检察服务质效，以更高站位、更新理念、更
实举措、更优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市检察系统
3个护企品牌入选全省优秀

提到特警，不少人脑海中会出现他们头戴钢盔、手持盾牌
维护治安时英姿飒爽的场景。特警作为人民警察队伍中的特
殊一员，他们究竟特别在哪里？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进市公
安局反恐特警支队，详细了解特警的日常工作。

“特警每天的工作主要是训练、巡逻、应急处突。”在反恐
特警支队，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副支队长张磊向记者介
绍。几句简短的介绍，却是巡特警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用坚
定的信念、过硬的体能素质和专业能力为辖区群众撑起一把
平安伞，用心守护着城市的平安。

在中心城区街头巷尾或一些重大活动现场，看到全副武
装、持枪巡逻的特警，总能让人安全感拉满。“我们以开展网格
化巡逻为基础，实施动态化、精准化巡逻。”张磊说。为提升社
会面巡逻防控的精准度，该支队根据 110 警情推送，通过大数
据分析研究制作“警情热力图”，根据警情频次、警情种类、社
会形势等变化，对巡逻区域、巡逻设备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巡
逻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更好地守护市民群众安全。

巡逻防控需要较多警力。面对这一情况，市公安局反恐
特警支队根据公安部提出的“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
运行模式，创新性地探索组建了一支无人机中队，并组织配备
了多种类型的单兵无人机和无人机机场，引入无人机设备在
重点场所、重点时段进行日常巡逻，努力打造符合辖区实际的

“无人机+警务”实战模式，高标准创建护航城市新发展的“巡
天利剑”，在重大活动安保、日常巡逻防控、护校安园等活动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确保巡逻发现的警情能得到迅速处置，该支队创新建
立“网格布警、以快制动、协同策应、全域覆盖”的“网格快反”
机制，通过划定处置范围、明确快反标准、强化街面屯警、健全
力量体系、重塑勤务机制，打造巡处一体化勤务模式，推动街
面快反机制全过程提速，实现全市街面警情 5 分钟以内快处率
达到 97.8%。

巡逻只是特警工作的一部分，震慑恐怖分子、协助抓捕违
法犯罪嫌疑人、处置突发事件等，是特警这一警种的重要职责
与使命。“面对危险，怕也得上，这就是特警的使命！”当发生持
刀抢劫、聚众打架斗殴等重大突发事件时，特警是冲在最前线
的力量，在紧急关头，他们必须挺身而出，守护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2024 年 12 月 1 日，该支队接到 110 指挥中心指令，中心城
区一建筑工地发现疑似炮弹的危险物。接到指令后，该支队
立即组织专业排爆队员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到现场后，排爆
队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警戒，主排爆手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观
察确认了炮弹的型号，在排除炮弹的风险后，操控排爆机器人
将炮弹夹走，再转移至炮弹集中安置点，有效消除了安全隐
患，保护了群众的生命安全。

勤务训练是提升特警实战能力的关键环节。张磊深知，
不练就一身真本领，就无法在与犯罪分子正面交锋时保护好
群众。“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们必须将日常训练作为重要
内容常抓在手。”该支队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聚焦打
大仗打硬仗，在更高层次深化全警实战练兵，突出以战领训、
强化任务牵引，加强典型行动专攻精练，练就最强的专业能
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
赢”。

2024年以来，全市巡特警开展一级勤务公安武警联勤巡逻
66 天，出动公安警力 58630 人次，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482 人，
协助破获各类案件 363 起，救助走失群众 76 名，帮助群众解决
纠纷 377 次，为群众追回被盗电动车自行车 152 辆、手机 26 部、
其他被盗物品折合人民币 185200余元，群众安全感显著增强。

“特”别的平安守护
本报记者 南 辽

喝酒喝高了“犯迷糊”，忘了停车地点，
以为自己的面包车丢失，便报警求助，没想
到芮城县公安局大王派出所民警经过 2 个
多小时的寻找，却发现只是一场乌龙……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 时许，芮城县大
王镇裴先生报警称，自己停放在集镇某饭
店门前的白色面包车丢失，请求民警帮忙找
回。接警后，大王派出所正在辖区开展夜间

治安巡查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发现裴先生
已经喝醉，口中不断重复着汽车遥控器在自
己身上，车却不见了。民警在裴先生断断续
续的叙述中，了解到裴先生中午到集镇某饭
店就餐时，将车辆停放在饭店门前，准备让
朋友送自己回家时发现车辆丢失。随后，民
警根据车辆信息沿着道路两侧的停车位开
展搜寻工作，但是没有发现有效线索。民警

通过查看周边监控，最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查找，在距离饭店一条街道的某幼儿园门前
找到该车。根据视频中开走该车男子的相貌
特征，裴先生发现正是自己的好朋友，先是
一脸懵，随后慢慢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中午
吃饭时，车辆被好朋友借去使用，按照自己
的要求，将车辆停放在另一条街道的幼儿园
门前，自己一时记不起来。之后，巡逻民警将
裴先生和其车辆安全送回家。

从 报 警 、 出 警 到 找 到 “ 丢 失 ” 的 车
辆，仅用了两个多小时。裴先生对派出所
民警高效、快速、尽职尽责的工作作风非
常认可，并承诺今后一定注意饮酒后的安
全问题，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过量饮酒“犯迷糊”民警循迹解“乌龙”
本报记者 乔 植 通讯员 王鹏飞

“警察同志，我父母下午上山后，至今未
归，电话也关机了。”日前，稷山县公安局西
社派出所接到辖区高渠村群众焦某求助。
寒风凛冽，夜幕低垂，山上气温降到零摄氏
度以下，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若不尽快找
回老人，恐怕会有危险，民警火速赶往现场。

“不要着急，我们一定会找到老人的。”
民警了解基本情况后，鉴于两位老人都已 70

余岁高龄，民警和救援人员、村民一起分析
推断他们大概的上山路线，并携带救援装备
展开搜救。

由于事发地山林茂密，地形复杂，加上
夜晚视线模糊，搜寻工作困难重重。众人手
持强光手电筒一边呼喊老人的名字，一边留
意周围的动静，然而一番努力过后，依旧没
能发现两位老人的踪迹。民警推测，他们可

能是天黑迷失了方向，不在眼前这片山林
中。于是，大家继续扩大搜索范围。

“找到了！找到了！在那儿！”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搜寻，民警最终在一山沟将两位老人
找到。他们当时意识清醒，但体力已严重透
支。见到民警前来救援，老人激动不已。民警
立即为他们披上保暖衣物，在确认两位老人
并无大碍后，悉心搀扶他们下山。

经了解，两位老人听说村后山里可能有
古村落，想着午后闲来无事，便决定上山一
探究竟，不料因路远天黑且地形复杂，不慎
迷路。

“真是太感谢了！谢谢，谢谢……”焦某
见到父母安全回家后，激动得连声道谢。

二老游山失联 警民连夜搜山
贺 栋 杨国珍

我眼中的警察故事

◀入冬以来天
干 物 燥 ，护 林 防 火
尤 为 重 要 。近 段 时
间 ，夏 县 公 安 局 与
该县山区乡镇紧密
协 作 ，严 格 执 行 上
山“十不准”规章制
度，警民联动 24 小
时严把路口、村口、
沟口、山口，千方百
计确保国家森林安
全。

图为 1 月 5 日，
夏县公安局泗交派
出所民警在窑头村
进山口查看行人车
辆信息登记情况。
张秀峰 武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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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破解司法所“人少事多”
的难题，规范司法所辅助人员队伍，根据市
司法局安排部署，垣曲县司法局率先在我
市开展司法协理员制度试点工作，公开招
聘的 27 名司法协理员已于 2024 年 11 月正
式入职。

司法协理员是协助开展司法所工作的
辅助人员。开展司法协理员制度试点工作
是司法部加强司法所队伍建设、夯实司法
行政基层基础的一项重要举措。

1 月 2 日一大早，高凯鑫准时打开山西
省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对社区矫正对象
手机 App 签到、周期考核、事项申请审核审
批、定位监控等情况进行核查，确保他们没
有越界、按时签到、学习、现场报到，并将社
区矫正对象的信息化核查结果进行登记。

“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执行的方式之一，司
法所依法接受县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委托，
责任大、担子重，在日常监管工作中要通过
平台核查、实地查访、定期报告,集中、个别
教育学习和公益活动等相结合，时时对社
矫对象进行监管和教育，对有异常情况的
社矫对象，要及时通过心理干预等手段进
行化解，消除隐患，确保每一名社区矫正对
象都在监管范围内，杜绝脱管、漏管现象，
防止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高凯鑫说。

高凯鑫今年 22 岁，去年 6 月刚从长治
学院法律与经济学系毕业，是去年 11 月垣
曲县新入职的 27 名司法协理员中的一员，
目前在垣曲县司法局新城司法所工作。“虽
然上班才两个月，经过局里岗前培训，再加
上他们本身素质也高，适应工作很快。”新
城司法所所长吉小兵告诉记者。

壮大法治力量

强化基层治理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梢”，是
直接面向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线平
台和窗口。

随着我市全面依法治市工作的推进，
司法所在基层法治建设工作中的作用更加
突出，不仅承担着日常的人民调解、社区矫
正、普法宣传、安置帮教等工作，还承担着
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的职责。司法所“人少
事多”、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制约了基层法治建设的推进。

“‘单人所’很长一段时间都制约着基
层司法行政工作，前两年我们通过聘任专
职人民调解员、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者
坐班制等方式，缓解了一部分压力，但是基
层司法所建设仍然亟待加强。”垣曲县司法
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永平说。2024 年 4 月，
接到市政府下发的《运城市开展司法协理
员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后，他们
积极向垣曲县委、县政府汇报，县里非常重
视并给予最大限度支持。同年 6 月 20 日，
制订了《垣曲县 2024 年公开招聘司法协理
员实施方案》，接着严格按照招聘程序对外
公开招聘 27名司法协理员。

“招聘工作是由县司法局和县人社局
共同组织实施的，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
为原则，科学设置司法协理员招聘程序和
准入条件。招聘公告在县政府官网发布
后 ，一 共 有 600 余 人 报 名 ，后 经 过 审 查 有
585 人参加了考试。最终通过笔试、面试、

体检，根据计划招录了 27 人，平均年龄 27
岁，最小年龄 22 岁，30 岁以下占 77.8%，本
科以上 25 人，专科 2 人。其中，法学专业 2
人，具有法律工作经历的有 6人。”垣曲县司
法局政工股股长张倩介绍。

明确职责定位

让协理员“管得清”

垣曲县司法局立足新时代司法所建设
新要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全力推进司
法协理员工作提速增效。在发布的招聘公
告中，明确了司法协理员岗位设置和职责
要求。

记者了解到，司法协理员岗位职责主
要有协助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协助参与基
层普法依法治理；协助组织提供基层公共
法律服务；协助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协助开
展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助参与
推进辖区基层法治建设；协助开展行政执
法 协 调 监 督 工 作 ；协 助 开 展 合 法 性 审 核

（查）工作；协助收集立法意见建议及县政
府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协助做好人
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协助开展远程视频会
见工作；协助开展司法所其他工作等 12 项
工作。司法协理员最低服务期 3年，薪酬福
利参照同级公安辅警工资标准，根据本地
经济发展情况、物价指数等，由县司法局会
同人社局结合司法协理员相应的工作岗位
核定，并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

“招录工作完成后，为让司法协理员更
快地适应工作、进入角色，去年 11 月 13 日，
局里组织召开司法协理员见面座谈会。公
开招聘的 27 名司法协理员逐一作自我介
绍，畅谈入职感悟和今后工作打算，刘永平
局长围绕司法行政工作实际与司法协理员
进行深入交流，让他们对今后的工作有了
一个整体的认知。接着，局里又对新招录
的司法协理员开展入职培训。培训内容涉
及普法宣传、行政复议、社区矫正、安置帮
教、人民调解及法律援助六大内容，由局里
各科室负责人和律师代表进行授课。经过
授课，新录用的司法协理员厘清了工作思
路，增强了业务能力水平，为日后更好地融
入工作岗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垣曲县司法
局副局长霍垣莉介绍道。

新面孔带来新变化

司法所焕发新活力

这些新入职的司法协理员朝气蓬勃，
青春热情，很快便投身到基层司法行政工
作中。

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7 日是第七个
宪法宣传周。宣传周期间，垣曲县紧扣“大
力弘扬宪法精神，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主题，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让宪法精
神在舜乡大地落地开花。

活动中，两抹颜色最为亮眼：一抹是
“政法蓝”，另一抹就是“青春绿”。“政法蓝”

指的是法治副校长队伍。宪法宣传周期
间，39 名法治副校长通过领读宪法、宪法知
识宣讲、“小案例”讲“大法律”等活动，用

“政法蓝”守护“少年红”，让宪法的光辉照
耀在校园的每一寸土地。“青春绿”指的就
是年轻的司法协理员队伍。宪法宣传周期
间，垣曲县司法局 27 名新招录的协理员组
成法治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学校开
展宪法宣传，在法治文化阵地开展解说、拍
摄新颖的宣传视频……他们用充满活力的

“青春绿”守护“宪法红”，为宪法宣传奉献
出自己的力量。

杨 帅 是 皋 落 司 法 所 的 一 名 司 法 协 理
员。在皋落司法所所长的指导帮助下，他
已经可以独立开展一些日常的工作。前几
天，他就为新接手的安置帮教对象钱某建
立了帮教档案，建立帮教小组，制定帮教计
划，定期了解帮教对象的思想动态和生活
情况。他告诉记者，闲暇时间喜欢和所里
的人民调解员交流沟通。“我觉得自己阅历
少，调解矛盾是我的弱项。再加上我不是
学法律的，工作中还是要多听多看，多向前
辈请教。”杨帅知道自己的短板，也清楚自
身的优势，他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企业
做过新媒体，上岗后，结合司法协理员法律
宣传的职责，计划利用自己的特长，拍一些
普法短剧，“相比较于枯燥、零碎的法律知
识，情景剧更加为群众喜闻乐见。接下来，
做好本职工作外，我想尝试着和大家合作
在这方面有所贡献。”提起未来的工作打
算，杨帅踌躇满志。

为加强司法所队伍建设为加强司法所队伍建设、、夯实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夯实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垣曲县司法局新招录垣曲县司法局新招录2727名司法协理员名司法协理员————

司法所来了司法所来了““新面孔新面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君蓉张君蓉

▲司法协理员在新城镇左家湾村进
行法律宣传。

◀两名司法协理员登记社区矫正对
象的信息化核查结果。

本栏照片由本报记者金玉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