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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本村
警务警情知晓快

今年4月份，济宁高新区
一派出所接到某村警务助理
小刘的线索提供，称本村一名
王姓青年经常夜间外出，行迹
非常可疑。派出所根据警务助

理提供的线索，顺线侦查，一
举破获了王某盗窃电动车的
案件，并将其抓获。警务助理
工作在本村的模式，让处置警
情、调解纠纷、解决求助等问
题变得更加快速及时。

在济宁高新区，上任的
168名警务助理全部按照“人
员本土化、专职化”和“辖区情

况熟、群众基础好、作风正派、
素质达标”的原则进行选聘。
工作在本村，可以让广大警务
助理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
况熟”的优势，开展采集基础
信息，排查矛盾纠纷，化解不
稳定因素，组织治安巡防，协
助交通管理、消防管理等，利
用“大喇叭”“明白纸”提示等

方式对群众进行安全防范宣
传。

目前，警务助理利用村警
通共采集录入信息56978条，
协助社区民警采集“一标三
实”信息23余万条。

为了更好的发挥警务助
理的作用，上岗前，警务助理
参加了市局、分局组织的岗前
集中培训，系统学习了警务助
理工作职责、工作纪律、保密
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
律法规和调解矛盾纠纷、开展
群众工作、组织巡逻防范、案
件现场保护、基础信息采集等
基本工作技能。日常工作中，
采取以岗代训的方式，定期组
织警务助理到派出所轮训，提
升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警务助理模式，激活了维
护稳定的“末梢”神经，消除了
基层基础的“盲区”，弥补了综
治管理的“真空”，提升了社区
警务的工作效能，打通了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
平安创建的缝隙。

人手一部警务通
实现三级联勤联动

为让警情快速有效落实，
济宁高新区为168名警务助理
全部配备了村警通手机，在村
警通手机中，研发可视化集群
系统，具有集群呼叫、视频上
传等功能。

警务助理在工作中发现

问题时，可利用村警通手机第
一时间呼叫派出所，或将图像
实时上传至分局指挥大厅，指
挥大厅可将现场实时视频推
送至局领导，以便准确决策，
快速处置。

村警通手机上同时设有
警务助理巡更系统，警务助理
电子巡更路线可全部实时传
送至派出所、分局，实现由分
局—派出所—警务助理的信
息化应用及三级快速联勤联
动机制。

另外，济宁高新区还投资
50万元为警务助理配备了电
动摩托车，用于走访服务和巡
逻防控。警务助理的走访和巡
逻与特巡警网格化巡防、派出
所常规化巡控互相配合补充。

除了配备村警通手机和
电动摩托车，每位警务助理还
统一配备了单警装备、档案台
账、辅警服装等。截至目前，全
区12处社区警务室和120处警
务助理工作站也都统一了外
观标识、规章制度，办公设施
均已备齐。

在日常的工作中，警务
助理每周至少向派出所报
告一次工作，发生重大事件
及时向社区民警和派出所
报告。派出所长是辖区警务
助理队伍管理的“第一责任
人”，责任区民警是“直接责
任 人”，严格履行“一岗双
责”，对警务助理进行日常
教育管理。

恶臭刺鼻难忍
动手研发香味口罩

腐烂的尸体、刺鼻的恶
臭……从事法医多年，心理上
的障碍可以慢慢克服，但事发
现场的恶劣环境，却一直都是
困扰法医们的一件头疼事，曹
志华自然也不例外。

“最怕的就是腐尸，尤其
是过了许久才从水里捞出来
的尸体。”说起自己的工作环
境，曹志华仍面露难色。别人
掩鼻而过，自己却要近距离与
死尸相处两到三个小时，尸体
散发出来的腐臭绝非常人能
忍，且吸入有毒物质时间久
了，还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危
害。而对于这种腐臭，法医们
所佩戴的普通口罩起到的防
护作用并不明显。

“有了它，这种情况就好
多啦！”曹志华手里拿的是一
种特制的口罩，内芯加了活性
炭，名为“法医尸检专用口
罩”。说起这个口罩，曹志华言
语中掩不住的自豪，从设计定
型、申请专利、产品试验、产品

量产到推广使用，曹志华都参
与其中。

鉴于这款口罩鲜明的职
业特点，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
为这款法医尸检口罩颁发了
专利证书。目前，这款口罩已
经在济宁市各县区公安局和
省内部分地市级公安局推广
使用，方便、舒适性也受到专
业人士的普遍好评。

凭着一把手术刀
让尸体“说”出真相

“法医，虽然不能直接破
案，但是却能定性。”在法医这
个工作岗位上，曹志华已经工
作了10年，经手的案子不下千
起，让尸体开口说话，有时候
直接影响着一起案件的侦查
方向。

2007年12月，梁山县一
村支书妻子在厨房死亡，村
支书说妻子是一氧化碳中毒
身亡。接到报警后，曹志华和
同事立即赶往现场。对现场
和尸体进行了勘查后，曹志
华对案情产生了怀疑，“尸体
的右脸有明显的深青，口唇

黏膜红肿。”根据这两个特
征，曹志华初步断定这不是
意外，而是谋杀。

经过解剖，尸体的右脸有
红肿的血块，表面有创伤，眼
角膜有出血点……真相一步
步被揭开。而经过抽血化验，
死者血液中没有发现一氧化
碳，为机械性窒息死亡。

验尸报告发出，这起案件
最终被定性为谋杀，警方根据
现场的线索，迅速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

放不下警察梦
大夫转行做法医

做法医之前，曹志华是一
名出色的外科大夫，穿了4年
白大褂。然而，曹志华放不下
心中的警察梦，2004年考取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医研究
生，并于2007年毕业后正式入
职，成为一名法医。

虽然在学校、医院都与尸
体有过很多接触，但曹志华第
一次到达案发现场，却发现眼
前的场景比实验室里残酷得
多。“只有近距离接触才能发
现尸体的端倪。”曹志华说，当
了这么多年法医，同行选择了
转行，而他仍想继续坚守，他
对法医这行有着自己的解读。

“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法医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普通的
职业，只是工作性质比较特
殊。”

“从业10年，接触了这么
多的案发现场，晚上还会害怕
吗？”面对这个问题，曹志华的
回答很直接：“会。”

曹志华说，在案发现场要
保持精神高度集中，一点杂念
都没有。但过后，一个人静下
来，工作时的画面会不由自主
的映入脑海。“其实我本身是
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做了这
行，胆子还是没有练出来。”曹
志华自嘲道，现在出完现场，
晚上一个人独处时，自己还要
开着灯睡觉。

济宁高新区实现警务助理全覆盖

打打通通平平安安服服务务的的““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本报记者 孟杰 通讯员 刘峰

济宁高新区全面推进“1+2+N”和“一村一警务助理”，促进社区民警专职化。经过前期
的准备、试点、选聘等工作，今年5月份，168名警务助理全部到位并开展工作，济宁高新区
实现了警务助理全覆盖，警务助理成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助推平安建设
的一支重要新生力量。

济宁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刑侦大队法医曹志华———

十十年年奔奔波波，，在在破破解解真真相相的的路路上上
本报记者 孟杰 见习记者 王博文

在曹志华眼里，法医虽然不能直接破案，却处于案件链条
的第一个环节，尸体不会言语，但他可以用手中的手术刀，追寻
事实的真相。

2007年从中国人民治安大学法医学研究生毕业后，曹志华
进入济宁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刑侦大队从事法医工作，一晃就已
是10年。期间，有过心理上的恐惧，也有过生理上的不适，但对
法医这个人生选择，曹志华从没后悔过。

警务助理上街宣传安全知识。 本报通讯员 刘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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