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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槐荫公安分局探索创新警务机制济南槐荫公安分局探索创新警务机制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过
程中，公安作为社会稳定的
坚强后盾与人民安宁的守护
者，核心价值更加显著。近
年来，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槐
荫区分局（以下简称槐荫公安
分局）通过大刀阔斧的警务机
制改革，为公安工作注入新的
活力，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
飞跃。

槐荫区副区长，区公安分
局党委书记、局长傅海卫介
绍，“十四五”期间，在济南市
公安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槐
荫公安分局聚焦构建“专业+
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
模式，着眼长远、敢破敢立，从
警务站机制改革破题入手，推
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并取得显
著成效。

完善警务矩阵
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槐荫区作为济南市的重要城
区，其社会治安形势日益复
杂。一段时间以来，派出所疲
于接警、主防职责难落实、基
础防控效能不高等问题日益
凸显，严重制约了公安工作的
高效开展。面对这些挑战，槐
荫公安分局主动作为，深刻认
识到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找到
出路，才能破解制约基层公安
工作发展的难题。

改革初期，槐荫公安分局
以110接处警为突破口，重组
特巡警大队内设中队，优化整
合老城区派出所，组建4个警
务站，承担全部 110 接警任
务、80%以上警情处结任务、
第三级街面巡防任务以及应
急快反备勤任务，形成了“所
站协同、布局合理”的基层警
务新格局。

“警情处置专业化、街面
巡防科学化、基层警务高效
化”是新举措实施后带给当地
民警的最大感受。据悉，警务
站成立后，其能够在 24小时
承担警情处置、巡逻防控、应
急处突、矛盾调解等任务，“警
务站无限制接警、派出所无条
件兜底、所站无缝隙配合、街
面无死角巡防”的“四无”创新
新机制显著提升了接处警工
作水平。这些举措使民警更
有精力开展警务工作，有效提
升了群众安满度。

在街道社区巡防中，值班

警力实行“有警处警、无警巡
逻”的动态接处警模式。“我们
与PTU武装巡逻车协同配合，
形成‘屯警街面、快速反应’的

‘战斗’集群；同时针对警情量
占比高的重点区域、重点时
段，加大巡逻密度，增强了警
情先期处置和快反能力，提高
了见警率和管事率。”2号警务
站站长李国说。

“工作好不好，群众说了
算。”傅海卫在谈到改革创新
思路时说，“群众安满度是评
判衡量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除了完善基层民警日常业务
流程，我们还持续升级民意改
造感知中心，全维度整合多警
种、多渠道民意数据，搭建起

‘群众出卷、民警答卷、平台阅
卷’的全周期民意感知评测体
系，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工作思路，
推进警源、诉源、访源‘三源
治理’，把打造民意感知评
测体系作为推动队伍管理、
作风建设、业务提升的有力
抓手，推动实现警务质态升

级、队伍活力迸发、人民群众
满意。”

优化数字平台
形成信息“作战”体系

信息收集和平台管理信

息化在新时代基层警务工作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槐荫公安分局建成全市首家

将指挥调度、信息预警等职能

高度整合的新型指挥中心，赋

能安保工作、应急处突、巡逻
防控三大“战场”，辅助党委决
策，支撑一线实战。

指挥中心负责人王强介
绍称，中心密切监测各要素动
态，在与基础管控中心和民意
感知中心“双向主动”的交互
中接收管控访查数据，动态感
知社情民意，实现了警情、社
情等各要素融合；在融合作战
中心的深度研判、数据挖矿加
持下，深度融合，服务决策指
挥，带动整体工作向上向好发
展。此外，指挥中心依托市局
平台和鹰眼、无人机等前端感
知设备，打通市、区、所、街面
四级指挥通道，在贯通执行市
局指令的同时，实现与 12个
派出所和 4个警务站综合指
挥室常态互联，对辖区警情、
警力、现场、资源、重点区域等
实现一图统揽，对每一名“前
哨单兵”实现一键点调，推动
扁平化调度、可视化指挥目标
达成。

为了从制度上进一步完

善《警务站工作规范》，情指中

心内设“巡控办”，实行接处警
工作“前端指挥调度、中端接
警质效、末端复盘回看”全流
程管理，保障警务站运转顺

畅；同时结合警力资源上图，

实时监督巡防和接处警工作

落实落地，将“警情处置、巡防

成效、群众评价”等要素纳入

考核体系，以北斗在线、巡防

时长、调度应答和接警率、处

结率为考核要素，分项生成检

测图和数据表，通报具体到

“班组”，定期赋分排名、晾晒
成绩，以精细化考核激发内生
动力。

基础管控中心是槐荫公
安分局数字赋能警务工作的
一项具体体现，其中形成的

“四个一”工作模式，有效推动
基础工作实现可视化、可量
化、可回溯、可评估。

基础管控中心负责人戴
瀛介绍称，“四个一”工作模
式包括“一个中心管基础”，
即将治安要素管控、社会稳定
专班与基础业务融合运行，设
置“统筹管理”“业务协作”

“研判赋能”“质效监督”四个
基本工作组和N个专项工作
岗。其次是“一个平台推应
用”，即协调试点运行济南市
局基础管控平台，为社区警务

“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
程度”给出标准化要求；自主
研发“槐荫枫警”微信小程
序，实现对社区综治力量的可
视化指挥、扁平化调度。然后
是“一张清单管任务”，即按
照“一项工作一个标准”“一
个对象一次检查”原则，梳理

社区民警任务清单5大类56

项，实现“民警跑一次、办成

多件事”的目标。最后是一套

规范管流程，即按照“扎口管

理、盯办闭环、会商调度、督

导检查、能力培训、考评激

励”六大闭环运行机制推动基

础工作，通过提示单、督办令

分析评价，通过数据动态监测
及时发现管理漏洞、监管盲区

和工作短板。

融合警力资源
促进工作协调联动

槐荫公安分局经过长期
实战发现，过去研判资源分散
严重影响工作效能，只有将警
力资源融合起来，才能激活赋
能实战的强劲引擎。在此背
景下，融合作战中心组建而
成。该中心进一步打破警种
界限，融手段优势、合人才资
源，探索形成“五全”架构，推
动5项战力显著提升。

融合作战中心成立之初，
就在各基层单位抽调网安、刑
警、情指、法制骨干民辅警以
专对专，改变“走读式”运作
模式。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1+1+N”模式主要由 1名分
管领导统筹业务，1名骨干警
力具体负责，N名研判员具体
实施，综合指挥室设立研判岗
与中心实时互动。

这一系列做法对全链条
打击犯罪起到很好的推动作
用，特别是针对重点案事件，
能够加强上下游串并联动经
办，由点到线、由线到链、由链
到面，有效“打团伙、打链条、
打黑灰生态”，将信息优势转
化为行动优势。

融合作战中心还利用全
流程数智赋能警务实地作战，
以“实战、实用、实效”为导
向，发挥高级警务数据分析
师优势，牵头、指导、培训数
据建模，牵引警种深度参与，
将数智警务理念延伸到基层
末梢。

融合作战对人才素质有
了更高要求。槐荫分局有针
对性地开展各类人才培训工
作，坚持战训合一，采取“专
职+轮训”的方式破解工训矛
盾，通过沉浸式滋养、阶梯式
培树，将中心打造成信息化人
才孵化基地。今年以来，共组
织各类培训9批62人次，孵化
数据分析师 19人，素质战力
显著提升。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贯
彻落实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有
关要求，以创新现代警务理
念为先导，以完善协同高效
警务体制机制为动力，以法
治化信息化融合发展为支撑，
积极构建新型警务体系，加快
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
大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为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傅海
卫说。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一线民警在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立即赶赴现场处警。

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