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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 4 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昨天上午，市公安局举办“锻造
好公安 实现很平安”——2023年度
无锡公安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过去
一年全市公安机关擎旗奋进，交出高
质量平安答卷的生动实践。

25年前，因涉嫌故意杀人，他开
启了逃亡之路，从此销声匿迹。25年
来，民警踏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
苦，只为寻找他的踪迹。去年3月，
无锡公安顺藤摸瓜，在茫茫人海中将
犯罪嫌疑人吴某某抓获。至此，一桩
跨越25年的命案得以告破，逝者得
以安息。

聚焦影响社会安全、群众反映突
出的违法犯罪，无锡公安发起凌厉攻
势，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
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刑
事案件、八类案件、命案、侵财案件、
盗窃案件、诈骗案件、电诈案件、黑恶
案件发案实现“八个下降”，攻克25
年以上命案积案4起，命案、“两抢”
案件持续保持全破。

“呼叫周边巡处力量立即前往支
援……”去年3月，市中心某广场有
人闹事，梁溪公安分局中山路警务工
作站接警后，立即根据街面警力情况
指令距离事发地最近的巡处力量先
期抵达，随后警务工作站、派出所、巡
特警警力迅速增援、协同处置，在短

时间内成功控制当事人。
攻防一体化实战改革催生战斗

力、盘活警力，主战主攻让新案能破、
大案快破、重案必破、小案多破的“含
金量”更足；主巡主控调优街面布警
格局和联勤模式28个警务站、42支
专业接警队高效运转，“站舟车摩航”
成为平安堡垒；主防主治将派出所工
作重心向“防”和“治”转移，每天有
95%以上的社区民警“在社区”；主令
主援打造“公安最强大脑、警务实战
中枢、一键启动按钮、全警坚强后
盾”……

去年3月，无锡公安全面发起破
案打击“天网”、反诈宣防“心盾”两大
专项行动，以空前力度、空前措施、空
前声势在省内率先发起新一轮反诈
斗争，取得全市警情案件、破案打击
质态、全民防诈意识、公安整体实力

“一降三升”的显著成效。无锡公安
打掉百人级以上诈骗团伙12个，抓
获涉“两卡”嫌疑人5941人，挽回群
众经济损失1.8亿元，反诈破案打击
全省第一。

电信诈骗可防可控，事后打击不
如事前防范。无锡公安在全市组建
3000人的“心盾”劝阻队，基层派出
所实现“心盾宣教室”全覆盖，推进易
受骗群体面对面上门宣传“三步走”
工程，反诈大篷车、反诈宣讲团……

“抬眼可见”的宣传方式，让反诈宣传
入脑入心。全市举办反诈集中宣讲
2.17万场次，覆盖群众664万人次，
反诈宣传知晓率达“88.1%”，排名全
省第一。

去年年初，无锡公安锚定“优化
营商环境、保障改善民生”系列工作
目标，推出服务经济护航发展十六项
举措，制度交易成本、改革获得感、服
务便捷度、办事体验感实现“一降三
升”。“e路通”交通事故线上线下一体
化处理新机制将单起事故处理时间
由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满意率达
99.93%。“e路通”项目入围世界智慧
城市大奖，入选智慧长三角数字化转

型优秀案例，荣获全省公安科技创新
一等奖。

无锡公安在全市支柱产业、领军
行业、龙头企业实体运作5个“知识
产权保护服务前哨”，直接获取线索
破获案件5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0
余人，为企业挽损3.6亿元，“知识产
权保护服务前哨”入选国务院、公安
部典型案例。

全省首创“太湖e警”公安政务
服务平台，全流程网办事项总量居全
省第一；建成新一代交通信号控制中
心，拥堵警情数下降15.8%；全省率
先建成城市级电子印章公安服务平
台，设立两级出入境“服务企业专
窗”……一批具有无锡公安特色的惠
民利企品牌，让群众品尝到服务创新
的累累硕果。

（甄泽 晓城/文 公安供图）

“无锡的自然风景和人居环
境越来越美丽了，但我觉得城区
的绿化工作仍大有文章可做。”退
休市民王先生向百姓提案栏目来
稿，他认为城区绿化土地少，空间
有限，在水泥森林中搞绿化拓展
确实有困难，建议可以采取见缝
插针的方法对居民小区内外、市
政公共空地、马路绿化带、道路成
行树列等地方因地制宜补齐绿
化。

王先生家住九龙仓玺园，他
以家附近的情况为例，指出小区
东门外公交南长街站后面的人行
道、南长街靠近新光路段和九龙
仓碧玺东面人行道的树列中，可
以进行补缺性植树。这样既增加
绿化，又美化环境，否则既不雅
观，又浪费土地。“我想，这种见缝
插针式的绿化虽然不成规模，但
全市加起来就可以化零为整，扩

大城市绿肺，为城区增加更多绿
色。”

市民张国桢把目光投向了荣
巷的历史遗迹。“荣巷街道孙巷有
中国童话‘开山鼻祖’孙毓修的故
居，我认为急需对其进行修复，同
时可将其打造成儿童文学主题展
馆。”张国桢介绍，无锡与儿童文
学颇有渊源，出了一批名人。如
编写儿童启蒙读物《唐诗三百首》
的孙洙；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美
术设计，被称为“美猴王之父”的
张光宇；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的无锡作家迟慧……在张
国桢看来，修缮孙氏故居，不仅可
以对孙巷55号三代文学传家的故
事进行挖掘，还能系统梳理无锡
对儿童文学发展的贡献，让市民
和游客进一步了解这座城市的文
化底蕴。

（晚报记者 陈钰洁）

无锡两会即将召开，连日来，江南晚报“百姓提案”栏目的热线和邮箱都十分热闹，不少市民从日常生活感受出发，对城市环境提升、
出行安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也有市民关注到了新业态从业者的需求，为他们工作更加便利建言献策。

交通安全、环境提升、文化建设……

“小提案”传递民生“大期盼”

为服务者打开方便之门

市民浦先生注意到，路上看到的
外卖小哥，总是行色匆匆，步履不停，
在一单又一单的外卖订单里计算着
时间和路线，复杂的小区地形往往让
他们本就紧张的心情更加焦灼。“如
今高楼林立，小区遍地，外卖小哥送
货时，找起楼栋来十分不易。”浦先生
建议，每个小区在入口醒目处设置楼
栋指示牌或小区地图，不仅能方便外
卖、快递等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大家
去走亲访友也能更顺利。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生活

用品也不断更新换代，旧货市场日益
火热。浦先生还发现，旧货市场的规
范性有所欠缺，价格也不太透明，是
市场监管的盲点。“缺斤短两的情况
时有发生，而且旧货交易中有很多老
年群体，他们维权比较困难。”他说，
希望相关部门介入管理，一方面，设
置收购指导价，特别是针对旧家电、
废金属、硬板纸等家常物件，让旧货
市场“阳光”一点；另一方面，抽查收
购者的计量工具是否弄虚作假，保障
旧货市场有序经营。

“人车路”的矛盾依旧是老百
姓关注的重点。老年市民张永鑫
向百姓提案栏目表示，吁请相关
部门立法：严禁机动车（包括三轮、
四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违规进
入、逆行人行道，还行人一个安全
出行的权利。

张先生家住南禅寺附近，交通
四通八达，路上行人与车辆川流不
息，交错穿行。“特别是槐古大桥两

侧，到了上下班和接送学生的高峰
期，电动自行车经常闯入和逆行人
行道，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此
外，还有不少主干道两侧的人行道
上设置了电动车、电单车、自行车
等停车点，他观察到，车主们往往
不是下车推着车进入停车点，而是
旁若无人地骑行、逆行在人行道
上，因此，他走在路上时常有些战
战兢兢。

“全省第一”“率先建成”“全破”“一等奖”……

无锡公安年度平安答卷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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