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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维权，谁来当裁判
历下公安打算引入第三方介入，并拟为民警设“委屈奖”
文/片 本报记者 鲁超国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孟小雨

“警察怎么了？打的就是警察”

2月26日下午1点多，济南东
关大街派出所接到警情：花园路
上两男子因买卖手机发生纠纷
厮打起来。

这是非常普通的一次处警，
谈不上是案子，派出所民警面对
的大都是这样的小矛盾，一般过
去劝导说服一下就可以了。

民警荆宪利和张凯迅速出
警，在现场发现一名醉醺醺的男

子正揪住一外地来济男子的衣
领喊着“骗子”、“小偷”。

民警上前试图拉开两人，可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醉酒男子回
过头，二话不说，照着荆宪利的
左眼就是一拳，打得他眼冒金
星，警帽滚落到地上……

这样的“待遇”，对于荆宪利
来说不是第一次，其他同事也遇到
过，“有的人就指着我们鼻子说：

‘警察怎么了？打的就是警察。’”
“去年至今，我们110民警

在处警时遭遇妨碍执法的情况
就达38起。”历下公安督察大队
副大队长姬建说：对于一些醉
酒滋事、打架等警情，部分110
民警心理上甚至出现了畏难情
绪。

2010年和2011年，济南警方
共受理民警维权案件92起。

“我们尽量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打了荆宪利一拳之后，醉酒
男似乎还不肯罢手。张凯连忙上
前将其控制，并呼叫同事支援。

“一般情况下，我们尽量‘骂
不还口，打不还手’。”尽管法律
明文规定：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
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
袭击人民警察的，经警告无效，
民警可使用警棍、催泪弹等驱逐
性、制服性警械。

“有群众可能会想：你们警
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
我们？”张凯说。这也是许多民警
心理矛盾之处：遇到对方动手，
到底该怎么办？

将醉酒男控制后，张凯担心的
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时，围观群众
很多，一名路人不明情况“警察怎
么打人了”，并当场拨打12345投诉。

“若此种情况下处置不当，很
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山东森信
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振霞说，“现在，
看到群众打警察，有人不认为有什
么；但反之，很可能会激起群愤。”

“‘仇权’、‘仇警’心理的存
在，让有的群众对民警的执法活
动不支持、不配合。”济南市公安
局历下分局局长贾延昭认为，在
当下复杂的社会矛盾背景下，基
层执法民警处于矛盾的最前沿，
很容易成为一些人发泄个人不
满情绪的对象。

当然，有个别民警在处置突
发事件过程中，以管理者自居，
执法水平不高，执法态度粗暴，
导致了矛盾的激化或转移。

“说真的，警察脱了警服，也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无缘无故

被骂、被侮辱、被殴打也会不好
受。”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
告诉记者，“如果不是穿着这身
衣服，头顶着国徽，碰到那种蛮
不讲理的，我真想狂揍他一顿。”

“儿子受了委屈，找老子撑腰，谁服？”

醉酒男这一拳，使得民警荆
宪利左眼红肿充血、视觉模糊。
在这种情况下，历下公安分局的
维权快速处置机制启动。

督察、法制、治安、刑侦等单位
及时赶赴现场。督察大队负责组织
协调和案件全程督察工作；法制大
队负责维权案件的定性、证据审
查、案件审批和法律保障；刑警大
队负责刑事案件侦查；治安大队负
责办理治安案件……

这种维权快速处置机制受到
了一线民警的称赞。张凯告诉记

者：“别管最后结果如何，至少让我
们感觉很温暖。就像人得了病，有
人关心你、看望你总比没人管强。”

“以前受了委屈没地方诉苦
去，现在至少有了个诉苦的地
方。”荆宪利说。

早在2000年2月，上海市公
安局率先成立了人民警察正当
权益保护委员会。2005年全国各
地公安机关民警维权工作也全
面启动。

“但是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民
警维权工作还是仅局限于公安机

关内部。有点儿像‘儿子受了委屈，
找老子撑腰’，谁服？”李振霞说。

“民警维权本质上就是维护
法律的尊严。”李振霞说，维权的
必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要避免
警察权的滥用。”

对此，贾延昭说：“维护民警
的合法权益，并不意味着损害群
众的利益。”他提出了民警维权
的三个前提：首先要维护群众的
合法权益，其次要规范民警的执
法行为，最后则是掌握“打击少
数、震慑多数”的原则。

2月26日，济南市公安

局历下分局东关大街派出

所两位民警在处理一起纠

纷时，遭遇当事人挥拳相

向。这是2012年以来，历下

警方遭遇的第四起暴力阻

碍民警执法的事件。虽然

济南警方已将民警维权纳

入执法规范流程，但相关

数据显示，民警执法受阻

事件依然有增无减。民警

维权难在何处？维权之困

又该如何破解？

为确保执法过程公平
公正，历下公安实行110接处
警、执法办案全程视频化。图
为历下巡警一中队民警在处
警现场，民警(右一)左手拿的
就是警用高清便携摄像机。
见习记者 张泰来 摄

“我们正在考虑设立委屈奖”

如何确保维权过程的公平
公正？历下公安分局出台了执法
管理规范，实行110接处警、执法
办案全程视频化。

贾延昭说，分局各单位每天
将110接处警录像传输到分局证
据管理系统。办公室、法制大队、
督察大队对110接处警全程录音
录像和执法办案全程录像开展
定期和不定期的联合检查。

据了解，2011年，历下公安分
局共处置维权案件34起，其中刑事
案件7起、行政案件27起，查处违法
犯罪人员38人，没有一起案件因处
罚不公引起上诉或信访。

但贾延昭也强调，警察“不
能为了维权而维权”，根据受伤
害的程度，划分不同的处理方
法，对实施侵害的群众以批评教
育为主，对性质恶劣，造成影响
的案件依法处理。

2012年春节刚过，燕山派出
所民警老刘在处理辖区内一起
醉酒滋事的警情时，被醉酒当事
人逼退十几米，最终还是没能躲
过对方的拳头。

“当时的心情，就像坐电梯似
的，一升一降。”特警出身的老刘回
忆，若在平时，一两个小伙也难近
身。可他随即就冷静下来：自己是
一名民警，正在执行公务。

事后，考虑到当事人当时的
状态及其家庭状况，宽容的老刘
还主动提出与对方协商处理，

“得给他一个机会”。
目前，历下公安分局正在研究

对受侵害的民警设立“委屈奖”。
历下公安分局法制大队副大

队长彭伟说，在处理侵犯民警权益
案件时，“尽管我们尽量做到公平
公正，但还是避免不了公安机关既
当指挥员又当裁判员的事实”。

除了“帮自己人说话”嫌疑
外，民警维权的另一个尴尬在
于：国内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

虽然从2003年开始，江苏省
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刘丽涛就
在两会上建议增设“袭警罪”，但

“袭警罪”却迟迟不见动静。反对
者认为妨害公务罪在一定意义
上已包含袭警罪。而支持者认
为：警察担负着打击犯罪和维护
社会治安职能的特殊身份，所面
临的对象及环境远非其他执法
人员可比；没有袭警罪，也导致
袭警成本过低。

“维护民警权益的唯一根据
是事实，唯一准绳是法律。”贾延
昭也意识到民警维权工作不能
仅仅局限于公安机关内部，“必
须动员社会力量，警民关系的重
建必须是在法治的前提之下，引
入第三方独立机构或专业法律

团体很有必要”。
对于历下公安为民警维权

的做法，济南人民警察职业培
训学院公安业务教研室主任孙
吉明表示了赞同：单个部门考
虑问题不够周全，多部门按一
定规则、程序研究处理，更有利
于维护民警权益，保护执法主
体。

第三方介入警察维权，具体
如何操作，目前还没有公安机关
试水，“我们打算找一些专家座
谈，讨论其可行性。”历下公安分
局督察大队副大队长姬建华告
诉本报记者，他们已经开始考虑
往这个方向上迈步。

“很显然，历下公安采取的
是回避制度。”山东鲁泉律师事
务所律师陈旭峰也赞成第三方
介入，“建议维权委设立在检察
院或者司法局，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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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维权尚无专门法律”5

2011年11月30日，四名外地来济人员因酒后滋事、拳打民警被
历下公安智远派出所分别处以行政、刑事拘留。这是现场嫌疑人试
图搬起砸向民警的花砖。 本报记者 尉伟 摄


	C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