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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全区14357个行政村，落实驻村民警

6897人、挂村民警7956人，村警覆盖率达100%。

在广西各地农村的村寨小巷、农家小

院，经常可以看见民警与村民们围坐一圈，

亲如一家般地拉家常；和村民一起挥洒汗

水，收割庄稼；为村民办证、送证；带领村民

进行巡逻防范……这些在田间地头忙碌的

人，就是广西各地公安机关派驻辖区农村的

驻村民警。

2015 年 10 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大对公安基层

工作的宣传报道力度，展示近年来广西公安

机关基层基础工作的成效与亮点，展示广大

驻村民警走群众路线，构建警民和谐关系中

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与事迹，广西壮族自治区

公安厅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法治广西·
村警故事——与广西 350 名优秀村警面对

面采访活动”。

为了传递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正能量
“法治广西·村警故事——与广西 350名优秀村警面对面采访活动”纪实

□ 龚春冰

人民警察，是和平年代最具危险性的神

圣职业；人民警察，是新时期最具奉献精神

的英雄群体。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警察的印象总是在

形形色色的现场忙碌，总是在千钧一发的危

急时刻挺身而出。警察，好像离老百姓很

近，老百姓总能在大街小巷看到他们伟岸的

身躯；警察，又好像离老百姓很远，老百姓难

以解读他们隐藏在冷峻外表下火热的心。

而在“一村一警”的警务机制中，村警下村走

访，嘘寒问暖，拉近了普通老百姓和人民警

察的距离。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公安厅

厅长胡焯在河池市调研时指出，各级公安机

关要在全面推行“一村一警”警务模式的基

础上，强化对农村治安防控弱化区的整治工

作，把平安送到辖区最基层，筑牢农村维稳

的第一道防线。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副书记、

副厅长许建忠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务必抓

好“一村一警”工作落实。

2015 年 10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法治广西·村警故

事——与广西 350 名优秀村警面对面采访

活动”，活动组织了将近 200 名志愿者按全

区地级市分为 14个分团统一出发到全区各

地市乡镇村屯，深入基层对广西 350名优秀

村警进行面对面采访。

当志愿者黄剑婧走进北海市福成镇西

村,向村民提起村警庞安的时候，西村村民

孙老汉竖起了大拇指：“庞警官是一个很好

的警察，经常到我们村里来，还帮我家砍甘

蔗来着。”庞安进驻的西村位于北海市福成

镇，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种植甘蔗、木薯等

经济作物。在靠山吃山靠地吃地的贫困山

村，由于经济条件落后，年轻人多外出务工，

留下老年人独自在家照看农田。每年甘蔗

成熟的季节，因为缺少强壮劳动力，遇到强

风暴雨天气，作为驻村民警的庞安便热心肠

的义务帮忙抢收。驻村两年来，村民们也记

不清庞警官究竟为自己做了多少事情。

“邹警官真是一个好民警啊，一直在奔

波，就是为了帮我们解决工作问题。”“是啊，

看见家境困难的容叔，每次过节都会送去慰

问金和礼品。”“对，他就是个活雷锋……”在

北海市平安街社区经常会听到群众赞美一

名姓邹的警官。其实百姓口中的邹警官正

是北海市海城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驻平安

街社区民警邹伟衡。自海城公安分局开展

一村一警活动以来，他就身挂工作包，开电

动车，走大街串小巷，走遍了社区的每一个

角落，整治社区治安热点，难点，关心社区群

众幸福冷暖，倾听群众的呼声诉求。

原住白屋村的一位七旬老军人，因转业

办户口时，出了点错，他的名字被写错了一

个字，因为这一个字，给他造成了 30多年的

生活困扰和不便。邹伟衡知道后，为了帮老

人把错字改回来，他不厌其烦反复带着老人

找海城公安分局办证大厅、分局户政科，市

公安局户政支队，市军转办，海城区组织部，

最终老人的事情得到完美的解决。老人开

心不已，后来逢人就说，邹警官真给力，我以

为我此生都无法正名了！

“驻村民警来后，很多事都不用跑冤枉

路了。”这是思和村多数村民内心的写照。

他们口中的村警就是贵港市平南县国安瑶

族自治乡思和村挂村民警郑少华。

做农村工作，郑少华经常用来自勉的一

句话是：“你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才能有

你。”每次到挂点的村开展工作，他都会和村干

部聊聊村里的情况，村里发生什么事情，有什

么困难，他都把群众反映的事情尽量记录下

来，然后一条条去对照，想办法帮助或者协调

有关部门帮忙解决。“晚上睡觉都会想着这件

事，但从来没有想过放弃。”郑少华说。

郑少华每月定期到村入户走访、座谈，

和村干部进行研究、讨论，在工作中明确“到

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的工作原则，也经常

通过电话和村干部、群众沟通交流，时时关

注着村里的情况。整个 2015 年，郑少华所

挂点的思和村社会治安情况良好，全年没有

发生刑事案件，没有发生重大治安事件，没

有发生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发生非

法和越级上访事件，村子里村民都能和谐相

处，没有发生不良影响的邻里纠纷事件。“工

作累，但看到自己挂职的村里平平安安没什

么大事发生，感到很欣慰。”郑少华说。

贵港市大圩镇民乐村是一个特殊的村

子，它由各个村子里的移民组成，各式各样的

人聚集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争吵、纠纷、打

架、婆媳战争、儿童走失……这些问题全部都

由贵港市公安局大圩派出所驻民乐村民保黄

志峰一人负责，他就像个全职“保姆”。“有事找

警察”在这个村子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驻民乐村三年，更多时候黄志峰像一个

任劳任怨不计回报的活雷锋，无论是否是他

的职责，无论多么琐碎的事情他都任劳任怨

的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主动掏腰包为

村民购买收割机、调解村民纠纷、耐心的调

解婆媳矛盾、焦急的寻找走失的老人、循循

善诱的教导迷失的孩子、关心空巢老人、爱

护留守儿童、关心村子治安，会努力让问题

最小化，自己责任最大化，村民的利益最大

化。他勤勤恳恳无怨无悔，他总是做的很多

说的很少，他总是在做职责以外的“保姆”但

他依旧乐在其中。他总是说：“人民警察为

人民。”

走进基层 听群众诉说眼中的村警

“现在跟以前不同了，以前人们都很怕

警察。现在尤其是‘一村一警’机制施行后，

警民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民众不仅不再害怕

我们，有了事情后也会找我们帮忙，有时候

夫妻之间拌了嘴都要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调

解。”北海市铁山港公安分局兴港派出所驻

赤江华桥陶器厂民警杨靖欣慰的说道。

赤江华侨陶器厂附近的居民都知道他

走进基层 体验村警眼中的“一村一警”

们的挂点民警是“杨警官”，有事需要帮忙时

都不是打 110 而是直接给杨靖打电话。有

一次杨靖就接到热心群众唐小华的电话，称

在赤江市场附近捡到一个钱包，他对钱包里

的信息进行查询并通过多方渠道找到了失

主。杨靖感叹道：“‘一村一警’模式是基础

工程、平安工程，它的实施推动了警务前移

警务下沉，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警力不足一直是公安部门的老大难问

题，虽然公安队伍经过多年扩招，但该问题

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广西全区每万人中

警察仅占 8 人左右，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低

的水平了。然而，在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

将近 5 万人的镇仅有 5 名警力。“但尽管再

困难，也要迎难而上，往往就是在这最后进

村的一公里进不去，导致情况不了解，政策

到不了，我们建立这个‘一村一警’制度，就

是为了解决这最难进的这最后一公里，我

们进村，许多问题就能出村。”梧州市公安

局大坡派出所驻大坡镇大燕村民警王琦毅

如此描述“一村一警”的作用，生动地反映

了基层驻村民警在一线的重要。“令通，情

通，事通，则心通”，而要达到与百姓“心

通”，要做的，远不止民警驻村挂点这么简

单。“我们站在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有些

事情，我们没法逃避，这是时代赋予的使

命。”王琦毅如是说。

“以前村民都不太接受我们。都认为村

警是官，高高在上，光是我们去和村民说，他们

一般都不太接受，因为觉得你是个外人。记

得我刚去驻村的时候，村民都叫我‘领导’。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他们叫我‘赖警官’。

现在，我每次到村里的时候，年龄大一点的

都叫我‘小赖’了。这种称呼上的转变，让我

感受到我和群众的距离是真的近了！”北海

市合浦县公安局十字路派出所驻佛子村民

警赖飞杰在接受采访中说道。

赖飞杰平时走入田间地头，与村民聊天

谈心。走进村民的生活中，才能发现他们

真正所需的帮助。同时，他还会给村民送

上警民联系卡，让村民有困难就联系，一段

时间下来，警民间的熟悉程度大大加深，村

民们遇到事情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村警。

一位村民说，他遇到困难会直接拨打赖飞

杰的电话，是因为事情不大，而且只要赖警

官知道，就会马上赶来，妥善处理，令村民

们十分满意。而在一些农村频繁发生的矛

盾纠纷中，村警需要公平公正的处理，提升

群众的信任度。

不仅如此，社会的稳定发展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一村一警”需要不断形成长效工作

机制，不能昙花一现、流于形式。主题虽大，

但实际要处理的事情很小。“情从心底处，爱

从民中来。”这就是赖飞杰的工作心得。

“村警的工作虽然琐碎，日常接触都是

一些家庭纠纷、土地纠纷，但是每次我都和

他们讲解法律和道理，讲不通我就从人情世

故、邻里乡亲的角度去化解这些矛盾，虽然

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化解，但是村民也会认可

民警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村警工作是辖区治

安维稳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防城港市公安局光坡派出所驻光

坡镇中间坪村民警黄超说。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黄超开展群众工作

的能力有了很大进步，现在下村，村民都会

热情的和黄超打招呼，拉家常，哪里有小偷

小摸村民都会主动告诉他，村民的这种信任

让黄超对村警这份工作有一种发自内心的

责任感。

黄 超 对 采 访 的 志 愿 者 廖 景 芝 说 道 ：

“我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村警，不仅要有扎

实的群众工作经验，还要有敬业精神和平

和的心态，即便工作中受了点委屈，也不

能带有情绪，心里要时刻想着自己是老百

姓的好警察。”

陈羿良是防城港市江平镇万尾村唯一

的驻村村警，万尾村的村民大多数是京族

人，在陈羿良的心里，万尾村就是个大家庭，

驻村民警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服务员”。

只有先当好“服务员”，良好的警民关系才能

在一点一滴中建立起来，才能不断累积群众

的信任、赢得群众的支持。他给每名被走访

群众送上一张“警民联系卡”，上面写着“有

事打我的电话，我一定会尽快赶到”。作为

对人民群众的承诺，要求自己做到“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忧、我有所虑，民有所

求、我有所助，民有所难、我有所救”。陈羿

良说：“作为人民警察，首先要把百姓当亲

人，每个刚分配到警务室的民警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全村 5000 多户人家走完，向‘亲人’

汇报情况，这是雷都打不动的惯例”。

走千家、访民情、听民忧、办实事，陈羿

良将自己的热情源源不断地传送到每一个

百姓的心中。驻村期间陈羿良深入村民的

生活，了解社情民意，尊重京族人民的风俗

习惯，坚持每天把辖区村子走一遍，村子里

的大小事他都掌握，治安隐患和犯罪线索都

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是辖区村民的“守护

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神圣的

职责。他被万尾村授予“京族荣誉村民”称

号，陈羿良说这是他最高的荣誉，比其他任

何的奖励都自豪，象征着他与万尾村村民已

经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一句“林所，还在这儿呐”，道出了防城

港市上思县公安局叫安派出所驻平江村民

警林宝先与叫安乡群众的鱼水深情。自

1997 年警校毕业以来，18 年的警察生涯，林

宝先有 12 年都扎根在叫安。这 12 年来，从

普通一警到管辖一方，林宝先用他的双脚扎

实地走遍了乡村邻舍的每一寸土地，乡里有

多少人口，乡亲们有什么困难，他都一清二

楚：“除了无人区，我去过叫安的每一个地

方。”村里有纠纷，他尽心调解；群众有困难，

他帮上一把；开展“清洁乡村”，他和村民们

一道挽起袖子劳动……林宝先把“村”当家，

把“村务”当做家务，把群众当亲人，把“百姓

事”当做家务事，与平江村的村民们建立了

越来越亲密的警民关系，在他工作的警务室

里，还挂着村民们为他送来的锦旗——“人

民群众的贴心人”。

“林所，还在这儿呐！”林宝先笑眯眯地

和村民点了点头，充满自豪地说：“走在村角

街边，无论大人、小孩，都会热情地跟我打招

呼，这让我感到了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前所未

有的成就感。”

在钦州市灵山县陆屋村村民的心里，欧

荣毅是让人绝对信赖的朋友，提起他，没有

一个不竖起大拇指。

自从 2013 年欧荣毅作为一名村警到

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陆屋村挂点工作后，

每周至少两次去村里转转成了他必不可少

的功课。欧荣毅认为，做村警，最重要的就

是要和村民做朋友，让村民信任自己，这样

工作才能顺利地进行。然而和村民成为亲

密无间的朋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

取得村民对他的信任，欧荣毅下了一番苦

功夫。

自从挂点到陆屋村后，欧荣毅就决心能

为陆屋的百姓做实事、做好事，他不仅在村

委会和村领导交流接触，更多的时候，他真

正地走到了田间地头，走到了老百姓的屋

前瓦下，和当地村民打成一片。在陆屋村，

许多有老人体弱多病、年事已高，急需申请

低保解决生活问题，但是却因为没有户口，

迟迟享受不到国家的帮助，欧荣毅和他的

同事得知情况后，亲自上门帮助这些老人

办理身份证，并在其后协助他们申请低保

补助，最终顺利地帮助这些老人们拿到了

低保补助。在陆屋村，有一个孩子，父亲因

病早逝，母亲改嫁，所以孩子到了入学的年

龄却没有户口，成了“黑户”，不能像别的孩

子一样读书，欧荣毅得知以后，主动联系了

孩子的邻居、接生婆、当地的村干部取证，以

最快的速度帮孩子解决了户口问题，让他能

够顺利入学。

就这样，在欧荣毅带领手下民警不断地

为陆屋村百姓做实事谋福祉，陆屋村的百姓

也渐渐地把欧荣毅当成了自家人，家里有什

么烦心事，总是喜欢找欧荣毅唠一唠，甚至

夫妻吵架，也要欧荣毅亲自出面才能劝的

开。逢年过节，总是有村民热情的邀请他去

家里坐坐，喝上一碗热茶。欧荣毅说：“当地

村民都很淳朴、热情、善良，我只要真心对待

他们，他们就会把我当做最好的朋友，这是

支持我做这份工作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村

民朋友们相信我，就会把很多线索告诉我，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们民警的工作，

这对提高老百姓的安全感和社会稳定程度

有很大帮助。”

玉林市兴业县公安局巡逻防控大队驻

北市镇谭良村民警胡志林说他想象的村警

工作正是他现在工作的这个样子，很多案件

侦破的材料都是由村警第一线搜索整理而

成。他们最接近生活，最接近犯罪现场，最

能体会村民之乐。在谭良村开展“一村一

志愿者在采访广西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太阳村派出所驻柳南区太阳村镇百乐村民警李朝寿志愿者在采访广西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太阳村派出所驻柳南区太阳村镇百乐村民警李朝寿

通过这次采访活动，广西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新闻传播学 2014 级学生、志愿者彭秋

萍对驻村民警有了新的认识，她说：“驻村

民警是指导员，指导着村里各项事务的有

序开展；是服务员，服务着村民的大小事

务；是调解员，调解着村民间千百年来土地

上孕育出来的情感；是宣传员，宣传着一份

浓情、一份厚意；是管理员，管理着你的一

言、我的半语。”

“警察常常给人的印象可能是威严的，

而相对应的，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可能往往是

惊心动魄的。走近驻村民警詹雪波，而他则

诠释了人民警察的另一面亲和形象。很少

有惊心动魄和生死一线，更多的则是平平淡

淡，与民同乐和细水长流。采访过程中他话

语极尽平淡，而我却读到了他的刚毅，他对

自身工作的那份笃定、执着和坚持。参加

‘法治广西·村警故事——与广西 350 名优

秀村警面对面采访活动’，让我真正的了解

了服务一线、孜孜工作的广大村警。我想借

此契机通过采撷基层干警詹雪波深入农村、

社区、家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的鲜活事

例、动人故事，来反映广大优秀村警在治安

防范、信息收集、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等岗位

工作中的日常生活。詹雪波是整个广西乃

至整个中国村警的一个缩影，他是广大村警

的鲜活体现，点点滴滴汇聚驻村民警对于村

民的鱼水真情，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工作，平

凡亦不平庸！”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

学 2014 级研究生、志愿者杨莉参加活动后，

深有感触地说。

“心酸、感动！这种感觉在我采访的过

程中一直存在，并且随着采访的进程而有增

无减，所谓了解得越是深入就越有感触。一

个平凡的基层民警，一个常常被世人误解的

群体，有多少人能体会到他们身上的千斤重

担。世人皆贪图享乐，奉献者何处去寻，我

无法到达这样高的境界，因此由心而出的敬

佩。我的笔触恐怕也写不出一个村警所经

历的那些辛苦与危险的万分之一，只愿长存

心中，时时感悟，惟愿君安。”广西大学新闻

学院 2015级传播学学生、志愿者黄剑婧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朴实、真诚

的盘洞村村警夏杨用他一次次出色的警务

表现为‘平民英雄’这个词作出最平实的注

解。踏实工作、扎根基层、虚怀若谷、真抓实

干，夏杨用他自己的表现说明自己无愧于

‘共产党员’的光荣身份。新时代的基层青

年民警不仅仅是青葱岁月的有为者，他们更

是中国梦的无私奋斗者和勇敢践行者。相

信夏杨的这种精神风貌将能够感染更多的

有志者奋发有为。”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15 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生、志愿者王

博说。

“其实警察的工作不仅仅是打击犯罪抓

捕犯人这么简单，还有很多琐碎繁忙的工

作。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了基层警察现状

的一面，一般没有接触过警务活动的人是难

以体会到警察工作的繁忙与琐碎的。我希

望通过这样的采访宣传，能让更多的人真切

的理解那些奋斗在一线基层的村警们的工

作现状，并多多支持他们，共同创造和谐的

家园！”采访完玉林市兴业县公安局大平山

派出所驻埠头警区民警温泉的广西大学文

学院 2013级学生、志愿者黄涓说。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类

2015 级学生、志愿者曾思怡说：“一直以来

我以为，人民警察的任务是侦查案件，打击

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可是经过这次的

访谈才发现，人民警察不仅为人民打击违法

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而且在平常的生活中

为人民提供服务，修路灯，拍照片，送身份

证，帮助困难的村民申请补助……无论事大

事小，无论是不是自己的职责之内，只要能

够为村民提供帮助，庞夏和许许多多像他一

样的村警们都尽力而为，为村里治安的稳定

和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自己最大的努

力。他既是村民们的儿子，也是村民们的父

母，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守候一方安宁。”

“这次活动让我对警察有了更深一步的

认识。人民警察，他们作为国家的金盾，人

民的保护神，是滋润人们心田的春风，是冰

雪中温暖的火炭。和蔼可亲，勇敢果断的公

安局长任长霞；碧血丹心，侠骨柔肠的派出

所民警武和平；技术扎实，细致入微的排暴

警察王百姓；而作为万千普通村警中的一

员，刘兴渺用微笑对待百姓，用坚韧对待罪

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着社会的治安。

采访中让我最深的感受源于刘警官为人的

真诚。于群众而言，他的真诚打开了双方的

沟通之门，让‘警察’二字更加深入人心。”广

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类 2015 级

学生、志愿者文德艳说。

“尽管我采访的桂林市雁山镇雁山分局

雁山派出所驻云塘村民警邓忠雪一再说自

己只是个很平凡的村警，没什么可以报道

的，可我却说我就是要记录下你那些真实的

故事，就是要采写到真实的基层情况，这就

是有价值的素材。我想尽力将基层民警最

真实的一面，客观的展现出来。而我所做的

不是一味的歌功颂德，而是客观体现邓忠雪

本人优秀的品格同时，从基层民警口中探寻

出现在警务工作中急需改善的问题，我想这

才是我们这次采访 350 位广西村警活动真

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广西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 2015 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生、志愿

者张璐说。

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2015 级研

究生陈怀志在这次志愿者活动中担任志愿

者北海分团团长，对于这次活动的参与，有

着另一番感受：“作为一名新闻学专业的研

究生，已经有了一定的新闻理论基础，但是

理论缺少了实践似乎也不甚完美，有时甚

至只能是空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

采访活动，并且得到担任志愿者分团团长

的机会来锻炼自己的组织领导能力，怀着

责任感，从活动开展前的联络、组织及培训

志愿者，对接采访对象，到带领志愿者下到

基层接触村警开展采访，各个环节方面的

协调工作，都给了我极大的挑战与新的体

验，极大地锻炼了我的新闻业务能力，让我

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新的认知，希望在以后

参与的活动中，能以此为鉴，不断增加自己

的社会实践经验。”

走进基层 体会采访驻村民警的实践意义

警”工作以来，他经常与谭良村的村委们一

起讨论村里治安建设的工作，分析村中的一

些矛盾纠纷，在一些治安问题上给谭良村村

委作法律指导；同时，细致地走访群众，坐下

来和群众拉家常，询问了解群众家庭生活情

况，在拉近了警民关系的同时，也向群众宣

传法律法规知识，使得群众明白要遵纪守

法，也要懂得运用法律知识合理的维护自己

的权益。

自驻村以来，胡志林在谭良村成功调解

矛盾纠纷 30 多起，处理了打架事件 3 起，规

劝吸毒人员戒毒 2人，抓获吸毒人员执行强

制戒毒 2 人。现在让他最为深刻最为感动

的就是村民的几句话：进来坐坐，留在我家

吃饭吧！辛苦了。他觉得这么几句简单的

话语其实已经让他很高兴了。从警以来，让

他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是他真正融入了村民

的生活之中；而他最大的乐趣就是为村民送

去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就是对他最大的褒

奖。现在村子里有什么事情，村民都乐于喊

上他，让他到家里坐坐，说说话。

傅伟强担任玉林市茂林镇金谷社区民

警以来，坚持每周下社区两日，走访群众，了

解社情民意，及时调解矛盾纠纷。据不完全

统计，2014 年一年时间中，傅伟强共深入所

辖社区达 1000多个小时，接处警 11起，做好

人好事 100 多件，解决纠纷 80 多起，在巡逻

中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19人。整个社

区发案率比一年前大幅度下降。保护了社

区居民人身、财产安全，使群众的安全感得

到了显著提高。

傅伟强常说：“如果没有工作技巧，驻村

民警腿跑细了也不能把工作做到位。我们

只有经常进村走访，接触群众，和群众交心，

方能了解辖区的人和事，群众才会支持我们

的工作。”他向辖区居民发放警民联系卡，把

民警提示等宣传材料送到群众手中，拉进了

民警与居民之间的距离。辖区的群众有了

傅伟强这个贴心人，遇到敏感的国保类、治

安类信息都首先通知傅伟强，大到治安、刑

事类警情，小到邻里纠纷等鸡毛蒜皮的小

事，愿意告诉他或找他来调解。

傅伟强为群众办好事实事，因此群众打

心里愿意协助他做好辖区的治安防范工作，

傅伟强常对关心警务工作的群众说：“警力

有限，民力无穷，你们支持我的工作，你们

都是不穿警察制服的警察。”几句话说到群

众心坎上了，他们向傅伟强表示，自愿义务

承担便衣警察的角色，开展驻村防范法律

法规宣传，搜集提供各种社情民意信息。

正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协助，弥补了

警力的不足，该村治安环境明显好转，群众

生活安居乐业。

“一村一警”就像给每个治安网格投进

了一枚棋子，破解了农村警力不足的难题，

激活了治安防控体系的整盘棋。农村经济

能不能发展，离不开农村社会是否和谐稳

定 。 广 西 14357 个 行 政 村 村 警 覆 盖 率 达

100%，全区公安机关全力推行“一村一警”

模式，推动了警务前移、警力下沉。

贵港市公安局垌心派出所驻上瑶村民

警李布山认为“一村一警”成效非常大。在

实行“一村一警”以前，一个派出所只有四个

民警，不仅警力十分有限，而且大部分下去

的是喜欢与群众打交道或者来自农村的民

警，而”一村一警“带动了非农村的警察，切

实解决了警力不足的问题，把警力带下去，

把问题带回来。使警察更好地深入群众，了

解群众的难事、愁事、烦心事，更好地站在群

众的角度为群众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