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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洪雷

情节最恶劣的
是报假警

走进济南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110报警服务台，15名接
线员正在忙碌着接听全市的
110报警。济南市公安局指挥
部指挥调度一科科长王琳说，
接线员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听
五六百个报警电话。

“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太
多的无效警情占用了有限的
警力资源，非紧急警情、非警
务求助警情、无效报警甚至骚
扰电话不断增多，占总接警量
的一半以上。无效警情比较多
的情况是骚扰电话、重复报
警、恶意报警。有的时候接起
电话，结果对方根本不说话，
有的时候有喝醉酒的张口就
大骂。”王琳说。

在无效警情中，情节较为
恶劣的是报假警。民警介绍，
对谎报警情、恶意骚扰、辱骂
110报警服务台工作人员的行
为，警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批
评、警告、罚款、拘留等行政处
罚，情节特别严重的，还要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警务警情
五个月分流12万起

近年来，社会治安要素加
速流动，矛盾问题复杂多变，
群众利益诉求多元，警务工作
内涵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公
安机关警情在成倍增长的同
时，大量非警务求助正在困扰
基层公安机关。为此，省公安
厅积极争取省政府出台《关于
整合社会联动服务资源推动
非警务警情分流工作的意
见》，各地政府对非警务警情
分流处置进行规范。

“一些群众对政府职能部
门职责分工知之不详，而多达
数十个的特服号码又难以记
全，往往通过拨打110的方式
将问题诉诸公安机关。”省公
安厅相关负责人称，基层110
报警服务台经常会接到水、
电、气、暖类的报警，有的居民
担心“问题小”就夸大事情，以

便让民警赶往现场处置。
2016年8月15日上午，济

南市民欧阳女士拨打110报警
电话，反映历下区燕子山路有
一棵树的树枝断裂，对过往的
车辆造成安全隐患，希望能及
时进行处理。欧阳女士的这一
诉求，就属于非警务诉求。因
此，在接到欧阳女士的电话
后，110警务平台及时把电话
转接到了12345热线，12345热
线又在第一时间把相关诉求
转至历下区政府办理。

据了解，2016年5月以来，
省厅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
在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了为期
三个月的减轻110接处警工作
负担专项治理，共有效分流非
警务警情6 . 7万余起，完善出
台各类制度规范241个，打击
恶意报警扰警及恶意投诉55
起、暴力袭击110处警案件18
起，全省18个市级、140多个县
级公安机关与2900余个政府
职能部门、社会单位建立了应
急联动机制，8月至12月，110
接处警总量同比下降3 . 76%，
环比下降1 . 69%，分流非警务
警情12 . 2万余起。

本报记者 张跃峰

百年名校
培育无数栋梁

位于聊城古城区光岳楼东
南的聊城实验小学，是一所具
有百年历史的老校，其前身是
聊城最早的中学山东省立第二
中学，1902年建校，至民国十二
年（1923年）学校仅设初中班，
民国十四年（1925年）增设高中
班。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因战乱而终止。省立二中终止
后，来自冀鲁豫35个县的学生
一部分回到本地参加抗日救国
运动，一部分参加了抗日英雄
范筑先将军领导的抗日挺进
队。抗日战争前期，省立二中改
成了军干校，由抗日名将范筑
先任军干校校长；抗战中后期，
曾更名为“模范小学”。1978年
被定为山东省重点小学。1979
年恢复“实验小学”名称至今。

无论名称怎么变化，学校
一直没有搬迁新址。学校毕业
学生中，有很多人成了优秀党
员和干部。著名画家李苦禅、原
中顾委常委段君毅等都是该校
后期的毕业生。省立二中毕业
生现尚在中央机关和高等院校
担任领导职务者，以及著名专
家、学者、高级知识分子等，不
计其数。

再不搬迁
难有大发展

如今，聊城实验小学已经
发展成为一所文化底蕴丰厚、

教育特色鲜明的省内一流小
学。聊城实验小学多次接待国
内外参观学习团，应省内外教
育部门或单位邀请，对外送教
百余人次，均受到一致好评。尽
管如此，由于学校位于古城区，
近年来空间一直难有拓展。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学
校再不搬很难有大的发展。早
在聊城对古城进行保护与改造
过程中，就有将聊城实验小学进
行搬迁的想法。由于多种原因未
能付诸实施，对古城区交通安全
造成一定影响，上学难、交通拥
挤、安全隐患等问题增多。随着
古城保护与改造工程的快速推
进，这些问题日益突出。

9日下午，随着老校友集中
返校参加升旗仪式，古城区也
迎来这所百年老校带来的最后
一次大拥堵。从下午1点多钟开
始，古城区四条大街全部是挨
挨挤挤的车辆，汽车、电动四
轮、三轮车……交警部门出动
十多名交警现场指挥，才得以
让这些老校友顺利返校。

针对这些问题，聊城异地
新建了聊城实验小学。新校区
位于聊城市城区昌润路以西、
站前街以东、望湖小区以北，占
地56 . 24亩，建筑面积2 . 1576
万平方米。不但拥有3个教学
楼，还有了综合实验楼和办公
楼。学生的活动场地变大，不仅
有建筑面积3749 . 96平方米的
风雨操场，学校室外标准体育
运动场地也达13500平方米。随
着搬到新校区，聊城实验小学
的办学条件将得到极大改善，
其硬件设施水平达到目前省内
一流。

老校友回校
回忆当年时光

在8日学生们参加完期末
考试后，9日是学生们在老校的
最后一天。为此，学校决定9日
下午在老校举行最后一次升旗
仪式。

尽管学校并没有正式邀
请，聊城实验小学往年毕业的
老校友得到消息后，还是自发
地赶到学校参加这次特殊的升
旗仪式。几天前，大家就传播这
个消息。升旗仪式定在9日下午
2点半举行，1点多钟校门口已
是人山人海。还有一些以往有
联系的同学，在现场打出了诸

如“八六级一班集结号”的横
幅，期望能跟更多的同学在现
场取得联系。

早早赶到现场的迟先生年
近五旬，头上已经有了白发。他
说，在学校上学时他是班里的
顽皮小子，毕业后很少来学校，
这次是得到消息后特意请假赶
来的。一块儿来的还有他的儿
子儿媳，以前他们就住在古城
区，一家两代人都是这个学校
的毕业生。在现场，迟先生还找
到了当年的班主任李老师，李
老师今年70岁，退休后搬到了
教师新村居住。见到老师，迟先
生还非常“顽皮”地给老师行了
个少先队礼。

在赶往现场的数千名老校
友中，更多的是一些年轻人，相
较于年龄较大的师兄师姐，他
们平时联系更多一些，这次也
都是得到消息后，相约着来老
校拍个合影，看看当年自己学
习的教室，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在校的时光。

为为了了孩孩子子，，百百年年老老校校搬搬出出古古城城区区
告别交通拥挤上学难，新校区教学条件极大改善

1月9日，是聊城实验小学全体学生在百年老校的最后一天，之
后就要搬迁到异地新建的学校。下午两点半，这所自清光绪二十八
年（1902年）建校以来一直未动地方的百年老校特意组织了一场升
旗仪式，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跟老校告别。除了部分在校学生
外，还有数千名老校友闻讯赶到学校，与记忆中的老校说再见。

每每天天八八千千报报警警电电话话，，半半数数是是无无效效警警情情
内容五花八门，有的竟要求陪聊

110接线员每天不只接听“十万火急”的警情电话，还要面对醉
酒者、精神病患者拨打的无效警情电话，其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打
来电话大声谩骂，有的求陪聊。1月9日，记者从济南市公安局了解
到，每天8000余个报警电话中有半数是无效警情，全省2016年接报
警2100余万起，出动警力处置的有效警情为808万余起。

数千名老校友回学校，与记忆中的老校说再见。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和当年自己学习的教室合个影。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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