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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发现，每个社区都有民警
信息公示牌，上面有社区民警的姓
名、手机号码等信息。尽管如此，
老唐还是会在入户走访时发放民
警联系卡。走访期间，他的手机像
部热线电话，不时响起：有咨询办
户口的、有求助的，还有倾诉烦闷
的……这样的电话，唐宁每天从早
到晚都能接到，每次他都会耐心接
听、解答。

有一年大年初一凌晨，辖区一
名老人突然跌倒起不了身，可家中
没人，情急中，她拨打的第一个电话
就是老唐的手机号。老唐立即和同
事赶到老人家中，撞开门将老人送
至医院。电话里也有小事，例如：前

几天早上5点，一名老人打电话请老
唐帮忙查某单位的电话号码。

但在老唐眼中，群众的事没有小
事。“他们想到给我打电话，一定是遇
到了没办法的事。”唐宁说，只要能帮
助他们，就是在践行人民警察“全心
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

从警30多年，长期扎根基层社
区，被问及社区民警有何经验时，老唐
和赖青的答案是“铁脚板”，“走得近、
走得勤，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

“南禅寺派出所辖区共有8个社
区，实有人口45890多人，像赖青、
唐宁这样下沉到社区的社区（治安）
民警共计15人。”南禅寺派出所副所
长周昊介绍，他们通过开展主动警

务、预防警务，从“鸡毛蒜皮”中了解
社情民意；从蛛丝马迹中排查风险
隐患……主动发现，早介入、早处
置，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阶段，把
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口”。今年以
来，南禅寺派出所辖区的纠纷调处
成功率达96.7%。目前，该所已获
评江苏省“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晚报记者 刘娟/文、摄）

七个生活小变化
打造家门口微幸福

在东亭街道东街菜场北门，一
处“便民信息张贴栏”中一张张“小
广告”端端正正地放置其中。街道
楼道内乱贴、乱涂的小广告“走”进
了张贴栏，变得干净明了，获得不
少市民好评。记者获悉，为将城市
管理融入百姓生活，今年，锡山区
城管局从居民需求出发，推出“幸
福七条”，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微幸
福”。

锡山区城管局试点设置的这
一上墙式便民信息栏，严格对照
《无锡市城市家具导则》相关要
求，并明确了设施管理部门和日
常管养单位，由社区保洁人员定
期清洁维护，日常管理人员定期
清理更新宣传内容，确保信息栏
整洁美观、信息实用。下一步，锡
山区城管局将根据各镇（街道）摸
排反馈情况，预计全区新增12处
便民信息栏点位，充分满足市民
信息张贴需求。

将附近各类可休闲散步、运
动健身、亲子娱乐的公园、绿道等
温馨绿色空间，在“锡山全民城
管”小程序专栏发布，一键即可导
航至最近的公园。目前已上线83
个公园、40 条绿道导航指引服
务。对辖区内所有“小修小补”摊
位进行摸排，规范设置服务点42
处，助力打造“15 分钟便民生活
圈”。修鞋、换拉链、配钥匙……
这些“小修小补”服务点看似不起
眼，却让居民足不出“圈”便能享
受幸福生活。

锡山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便民、惠民、利民”为原则，
着眼百姓生活中时常遇到的小问
题，“幸福七条”应运而生。不仅
有上文提及举措，还包括科学规
划设置各类特色需求临时停车泊
位，并增设180处特需临停泊位；
制作发布全区厕所电子地图一键
指引；科学合理设置应季瓜果便
民销售点；规范设置放心早点点
位16个，让城市管理融入百姓生
活，进一步提升市民获得感和幸
福感。 （张颖）

比亲戚还亲 住着好安心

社区民警用社区民警用““铁脚板铁脚板””织密安全网织密安全网
“有困难，找社区民警，管用！”“每天都能看到社区民警，安全感满

满。”“社区民警来得勤，比自家亲戚还亲，我们住着好安心。”……这是南

禅寺派出所辖区居民对社区民警的评价。这样的警民关系是如何炼成

的？近日，记者随社区民警出勤，记录了他们的日常。

记者随社区民警赖青出勤路
过小区烟酒店，老板“拦”下他，“赖
警官，我老婆的居住证要过期了，
怎么办啊？”

“你明天来所里，我给你办。”
赖青应道。

在社区走访期间，每到一处，
总会遇到赖青的“熟人”，这和他来
得勤、服务得久有关。赖青今年56
岁，负责柴机三区社区片区已有15
年。“这个社区老年人比较多，很多
房子年龄比我还大。”赖青说，因为
房龄高，隔音效果不好，噪音问题
是比较常见的邻里纠纷。

这天，赖青到社区除了日常走
访、排查，还要回访一桩跟了近4个
月的邻里纠纷——今年春节过后，
一对从事网络直播工作的年轻情
侣在柴机新村租房入住，此后，每
天10点至次日凌晨两三点直播，气
氛之“热闹”，让邻居们吃不消。经
沟通无果，周围几户邻居先后投诉

到社区，社区网
格员多次上门
劝说，对方
置若罔闻，
导 致 邻
里矛盾
不
断 。
赖青走
访时得知
此事，立即
上门核查，发
现这对情侣直
播的声音确实影
响周围住户休息，
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他们换
位思考，同时，考虑到他们工作的特
殊性，也为他们提供了增加隔音设
备等多个减少噪音的方案。经多
番沟通，这对情侣意识到老房子的
隔音问题既影响自己工作也扰民，
决定月底搬家。可自投诉以来，

“月底搬家”
这个方案提过

多次，每次都不
了了之。这次，邻

居们也将信将疑。
为了防止双方在“过渡

期”再起纠纷，赖青隔三
差五上门回访。

这次回访，赖青发现，这对情侣
找到了合适的住所，提前搬家了，便
将该情况告知周围邻居。“我们原以
为你管了开头就不管后面了呢。”居
民蔡女士说，“谢谢赖警官这么负责
任，我们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

“老陈，最近怎么样？”
“好着呢，赖警官来了！快进来

坐！”
回访完邻里纠纷，赖青来到居

民老陈家。这是他跟踪服务了15
年的家庭。老陈有肺部疾病，妻子
徐阿姨腰部有伤，老两口靠退休金
和经营裁缝铺生活。

“赖警官知道我们有困难，常来

看我们，逢年过节还会送来过节的东
西，比我们自家亲戚还亲。”徐阿姨眼
泛泪光地说，她家和社区民警的熟识
缘于邻里纠纷——当时，楼下的邻居
患有精神类疾病，时不时上门来骚
扰。“有时砸门，有时剪电线……”夫妻
俩第一次拨通了赖警官的电话，“无论
白天还是半夜，赖警官总会第一时间
上门处理，直到这个问题妥善解决。”

去年，老陈突发疾病，呼吸困
难，徐阿姨准备送他到附近的医院，
一问没有空床位，她慌了神，向赖警
官求助。恰巧，赖青妻子工作的医
院尚有空余床位，他们便帮忙把老
陈送到医院。因救治及时，老陈脱
离了危险。“这些年，多亏了赖警官
的帮助。我们在这里住着很安
心。”老陈夫妇说。

柴机新村 1公里外的塘南社
区，是社区民警老唐负责的片区。
老唐名叫唐宁，今年54岁，从警32
年。

随警采访这天下午，老唐在社
区重点开展出租屋走访和安全隐患
排查，其中一个出租屋位于塘南新
村一楼。老唐进门后，在客厅的一
张白色桌子旁坐下，向租户了解情
况。他姓陶，60多岁，房子是儿子
帮他租的。登记完相关信息，老唐
提醒他，不要参与赌博。“我什么时

候赌博了？”陶大爷不服气。
“这张桌子怎么回事？”老唐敲

了敲面前的桌子。
“这是我们家吃饭的桌子，有什

么问题？”陶大爷嘴上解释着，可语
气逐渐弱了下来。

“我们不止一次接到关于你房
里噪音扰民的投诉，夜间打麻将，一
打就是几个小时。”老唐提醒，就算
自己不赌，为他人赌博活动提供条
件也是涉嫌违法的。

“平时就是玩玩。”陶大爷不再

辩解，“放心，我这几天就把这个机
子处理掉。”记者这才发现，陶大爷
的“饭桌”实际上是个自动麻将机，
只不过加了白色的板子伪装成了饭
桌。

老唐说，塘南社区内多是老小
区，出租房多，人口流动性大。这间
出租房住了什么人，什么时候来、什
么时候走、是否会给社区治安环境
带来影响，都需要动态核查、掌握，
让辖区内人口数据清、底数清、隐患
清，才能守护社区的平安。

留给居民的“热线电话”

“饭桌”里藏着的“隐患”

“比亲戚还亲”的安心感

一桩跟进4个月的邻里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