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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至 7 月，衡阳

市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

下 降 20.77% ，破 案 数 同

比 上 升 26.44% ；成 功 预

警电诈 30 万余起，为群

众止损 4.2 亿余元；道路

安 全 形 势 稳 中 向 好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起 数 、

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33.64%、31.54%，实 现 了

较 大 交 通 事 故“ 零 发

生”……

成 绩 ，展 现 的 是 衡

阳公安机关创新警务机

制取得的成效。

近 年 来 ，衡 阳 公 安

主 动 作 为 、创 新 发 展 ，

“情指勤舆督”一体化实

战化机制确保风险第一

时 间 动 态 感 知 、落 地 管

控 ，雁 云 智 慧 警 务 为 实

战 实 时 提 供 大 数 据 支

撑 ，“ 衡 阳 快 警 ”空 地 网

巡防一体化模式保护百

姓“ 零 距 离 ”，不 断 写 下

平安衡阳新篇章。

“情指勤舆督”
一体化提升战斗力

2021 年 10 月 30 日

16 时 28 分，市局情指中

心 接 到 报 警 称 ：雁 峰 区

金钟时代城附近发生持

刀伤人案件。接警后，情

指 中 心 立 即 指 派 快 警 8

号平台及白沙洲派出所

民警出警处置。因事发

地位于综合性商业广场，

人流量大，市局立即启动

“情指勤舆督”一体化实

战化运行机制，刑侦、情

指、快警、网技、宣传等相

关单位进驻情报指挥中

心大厅，开展联动指挥调

度处置工作。凶手王某

平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控

制，阻止了其伤人后在店

内纵火的企图。

2021 年 11 月 16 日

10 时 40 分，耒阳指挥中

心接报警称：其小孩被其妻子故意

用绳索勒住脖子，已无自主呼吸。

接报后，指挥中心立即指派民警迅

速出警，于 11 时将嫌疑人抓获。

快 速 反 应 ，精 准 防 控 。 近 年

来 ，衡 阳 市 公 安 局 瞄 准 实 战 化 需

要，建立“情指勤舆督”一体化实战

化中心，通过力量聚合、中心融合、

优势整合，将情报、指挥、勤务、舆

情 、督 察 等 资 源 力 量“一 体 化 ”运

用，大幅提升情报预警、风险防控、

应急处置能力。

“情指勤舆督”一体化实战化

中心还接入城市快警、派出所警务

工作终端，通过与派出所民警、城

市快警点对点连线，扁平化调度，

实 现 街 面 警 力 一 图 展 示 、一 呼 百

应。警情发生后，督察部门同步跟

进检查、督导参战单位勤务规范和

执行情况，实现跟踪盯办、一盯到

底，让每一起警情处置都做到扁平

化、可视化、闭环式运行。

该中心由情指中心、国保、治

安等 20 多个局属警种部门组成，

按照“平战结合”模式实行全天候

作战勤务。平时由情指中心、维稳

专 班 、快 警 办 、新 闻 舆 情 中 心 、网

技、督察、科信等警种部门派员入

驻，开展日常工作；战时由其他成

员单位根据指挥部指令派员入驻，

开展 24 小时应急值守，随时应对

处置各类突发案事件。

结合各县（市）区实际情况，衡

阳公安建立“情指勤舆督+N”工作

机制，实现情报精准制导、指挥扁

平高效、勤务紧跟实战、舆情同步

处置、督导检查托底，全力防范化

解风险隐患。衡阳县公安局推行

“情指勤舆督+侦”模式，把侦查资

源整合一体，实现整体联动、协同

处置，有力提升侦查破案能力。衡

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推行“情指勤

舆督+园”模式，探索创新“园区警

务”，聚焦园区盗抢骗案件开展专

案专办，让企业员工安全感倍增，

为园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南岳

分局推行“情指勤舆督+景”模式，

公 安 110 与 12345、12315、数 字 城

管等合署办公、高效联动，建立“涉

旅违法严打严控、涉旅乱象联动联

治、涉旅纠纷快调快处”三项机制，

全域布警、全程服务，打造“群众身

边”的旅游警察，创造了 35 秒出警

到现场的“南岳速度”。

工作件件细化任务、层层压实

责任、事事有人盯办……如今，衡

阳公安战斗力爆发式增长。

雁云智慧警务提升警务效能

3 月 30 日，衡阳市在外地返衡

人员中发现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疫 情 突 如 其 来 ，公 安 快 速 反

应。当晚，100 余名民警

集中在雁云智慧警务中

心，利用信息化手段，开

展疫情排查。第一时间

里，准确排查出密接、次

密 接 人 员 共 176 人 。 为

市委、市政府开展科学、

精准的抗疫管控提供了

有 力 的 决 策 依 据 ，避 免

了 大 面 积 封 控 ，极 大 地

节省了抗疫成本。

在服务侦查破案方

面 ，衡 阳 的 智 慧 警 务 更

是大显身手，成效显著。

“以前，要在监控视

频中找嫌疑人或者重点

人 物 ，得 靠 民 警 一 帧 一

帧 地 看 画 面 寻 找 目 标 。

现 在 ，依 托 智 慧 警 务 平

台，一个人、几秒钟内能

完 成 过 去 几 百 人 、十 多

天的工作量。”一位一线

办案民警如是说。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

变化，是衡阳市在近 3 年

来 ，先 后 投 资 3.7 亿 元 ，

建成了新一代智慧雪亮

工程，实现了全市 5 万个

全 高 清 、全 智 能 化 监 控

摄 像 头 的 智 慧 融 合 应

用 ；投 资 1.6 亿 元 ，建 成

了 雁 云 智 慧 警 务 中 心 ，

融合了 6000 亿条各类数

据 ，数 据 总 量 排 市 州 第

一 ，实 现 了 打 防 控 管 等

警 务 工 作 的 全 覆 盖 、全

应 用 。 同 时 ，衡 阳 市 公

安局全面推行智慧警务

的 培 训 和 应 用 ，市 局 主

要 领 导 带 头 ，全 警 参 加

培训和考试。考试不合

格的，不得提拔和晋级。

智慧警务的全面建

设 和 应 用 ，公 安 的 打 防

控 管 效 能 得 到 全 面 提

升 。 2021 年 以 来 ，全 市

的 破 案 率 、民 众 满 意 度

持 续 上 升 ，发 案 率 持 续

下降，公安工作呈现“两

升一降”的可喜局面。

“ 新 一 代 智 慧 雪 亮

工程和智慧警务的建设

与应用，标志着衡阳公安已经进入

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数据就是生

产力和竞争力，在近几年全省公安

系统智慧警务创新发展比武中，衡

阳公安屡夺第一，说明了我们在全

省创新发展排头兵位置。”雁云智

慧警务中心的负责人说。

“四大快警”织就“安全网”

蒸 湘 万 达 广 场 、步 步 高 广 场

……每天，在衡阳市各个人流、车

流集聚处，都有一台“城市快警”移

动警务指挥车 24 小时驻守街面，

点亮百姓“平安灯”。

“城市快警”离群众最近，到现

场最快，是当之无愧的城市“闪电

侠”。衡阳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

配备 26 组“城市快警”，每组 30 人，

实行“五班四运转”，24 小时屯警街

面、24 小时巡逻防控、24 小时服务

群众。每组配备 1 台移动警务指

挥车、2 台警车、8 台铁骑，实现重

点部位 1 分钟、中心城区 3 分钟、其

他城区 5 分钟见警。

“以前，街面没有这么多‘城市

快警’，坐在派出所接警，出警速度

慢。现在，我们屯警街面、警力靠

前，在指挥车上就能接警，大幅提高

了见警率、出警速度，进一步增强百

姓安全感。”衡阳市公安局快警办负

责人介绍，“城市快警”平时有警出

警、无警巡逻，担负着反恐处突、治

安巡防、接警处警、交通管理、法制

宣传、便民服务等 6大职责。

守护百姓平安，不止是“城市

快警”。近年来，衡阳市加快完善

立 体 化 、信 息 化 社 会 治 安 防 控 体

系，探索建成“四大快警”空地网一

体化巡防模式，极大地震慑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

“空中快警”由新组建的警航

大队联合武警特战队，利用直升机

开展常态化空中巡航，全市警用无

人 机 也 被 纳 入 编 组 管 理 、统 一 调

用，用于空中巡逻和警务实战。

“ 水 上 快 警 ”以 市 、县 两 级 治

安水上管理大队和水上派出所为

主 力 ，配 置 基 地 趸 船 、指 挥 艇 、巡

逻艇、冲锋舟和水上出警、救援及

防护装备，开展常态化水域巡防、

水上快速出警、水上抢险救援、水

域 联 合 执 法 等 工 作 ，维 护 水 上 治

安秩序。

“ 网 上 快 警 ”也 是 24 小 时 工

作，通过开展网上巡查执法、网络

案 件 侦 查 、网 上 涉 警 舆 情 监 测 处

置、网络安全保卫、普及网络安全

知识等，确保网上没有法外之地。

“ 四 大 快 警 ”织 就“ 安 全 网 ”。

截至 8 月 10 日，衡阳市街面“两抢”

案件同比下降 73%，治安案件发案

数同比下降 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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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警务创新经验推介之二

衡阳消防为 15160栋自建房做“体检”
违 规 搭 建 、安 全 出 口 数 量 不 足

……近日，常宁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

公安、住建、街道办事处等，深入开展

自建房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当场

对一处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的居

民自建场所实施临时查封。这是衡

阳市重拳出击、严厉整治自建房消防

安全隐患的一个缩影。

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

以来，衡阳市消防救援支队认真研

判全市自建房领域消防安全形势，

全面开展自建房领域消防安全风险

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和违法行

为，全市自建房消防安全系数得到

有效提升。

精细摸排，分级分类整改

今年 6 月，衡阳消防成立工作专

班，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核查组，对前

期摸排的自建房消防安全隐患进行

核查督改。

“全面掌握自建房使用性质、建

筑结构、规模大小、住宿人员数量、存

在隐患等基本情况，彻底摸清人员住

宿、消防安全隐患情况，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衡阳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针对核查中发现的突出

问题，建立底数清单和问题台账，分

级分类推进整改、销案。

衡阳消防抽调消防安全技术人

员参与自建房专项整治督导抽查，高

频次开展督查和“回头看”，对自建房

内防火分隔不到位、安全疏散不达标

等突出问题，对液化气罐违规使用、

电气线路私拉乱接、电动车违规停放

或充电等致灾风险进行重点整治，依

法严肃查处排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

和违法行为。

目前已检查、指导自建房 15160

栋，指导排查整治建筑面积 440 余万

平方米，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6139 处。

靶向宣传，培养“明白人”

“楼梯间被纸箱、食用油等杂物

堵得严严实实，万一发生火灾，后果

不堪设想……”近日，石鼓区消防宣

传小分队现场纠正了某自建房消防

通道杂物乱堆的行为。

以“五进”活动为契机，衡阳消防

组织了 12支消防宣传服务队，与各乡

镇、社区基层党员干部等，深入村（居）

民自建房、住宅小区开展“敲门行动”，

张贴《燃气安全九提示海报》，普及消

防法律法规、防灭火安全知识。

还坚持把消防宣传教育融入自

建房安全整治中，举办消防监督员自

建房专项整治业务培训班，分级分批

开展业务培训，培养了一批基层火灾

防控工作“明白人”。

目前，衡阳共开展自建房领域消

防专题讲座 62 次，培训消防安全“明

白人”2800 余人，开展“敲门行动”300

余次。 （聂沛 欧海艳 刘慧云）

朱绍阳 伍宇鸿 陈志强 尹建国

“感谢政府感谢党，易地搬迁住

新房；就业增收产业多，美好生活奔

小康……”8 月 12 日晚，邵阳县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梅溪嘉园的社区广场

上一片欢歌笑语，一场盛大晚会在此

举行。居民们自编自演，载歌载舞，

并用一段说唱道出了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的幸福感，表达出感恩之心和喜

悦之情。

歌以咏志，乐以抒怀。这里的住

户 ，是 曾 经 住 在 偏 远 山 区 的 贫 困 群

众，如今全部华丽转身，在小康路上

过着过去不敢想的好日子。

“十三五”时期，邵阳市易地扶贫

搬迁总任务为 23658 户、89545 人，占

湖南省的 12.9%，是全省任务最重的

市 州 之 一 。 共 建 成 集 中 安 置 点 241

个 、安 置 住 房 23698 套 ，集 中 安 置

13555 户 、50771 人 ，集 中 安 置 占 比

56.7%。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成功破

解了“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困局。

“搬得出”只是第一步，实现“稳

得住、有就业、能致富”才是关键。“要

切实抓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

迁群众产业全覆盖、就业全覆盖、政

策 全 覆 盖 ，重 点 要 让 搬 迁 群 众 搬 得

出、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在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衔

接工作调度会上，邵阳市委书记严华

言之谆谆、情之切切。

近年来，邵阳市聚焦基础设施、

产业就业、社区治理等重点问题，扎

实做好后续帮扶，织好“三张网”，促

进“三转变”，让搬迁群众实现从“安

居”“乐业”到“幸福”的美好转变。全

市社区融入工作获得国家发改委的

充分肯定并推介，市发改委获“全国

易地搬迁担当有为先进集体”。

新家园，新生活
—— 身 份 从“ 村 民 ”向“ 居

民”转变

生平第一次住进新房，邵阳县长

乐乡塔桥联合安置点原贫困户杨文

武一家把几张伟人的照片挂在了客

厅墙上最醒目的地方。

“我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漂

亮的新楼房，感谢党、感谢政府！”提

起住进新居，杨文武总会热泪盈眶。

搬出“穷窝窝”，开启新生活。沐

浴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春风，该市

一 批 又 一 批 贫 困 群 众 挪 穷 窝 、住 新

房、创新业、拔穷根……为保证搬迁

群众生产生活底色足、成色好，该市

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选址上，

严格遵循规划先行、项目带动、产业

支撑、基础扎实、稳定发展的思路，主

要选择在工业园区、中心镇、乡村旅

游区等人口聚集、配套完善、有产业

基础的区域。

“ 村 民 ”成“ 居 民 ”，不 只“ 挪 个

窝”，更要做到“群众搬迁到哪里，新

生活就在哪里融入”“要进一步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帮扶车间，让更

多的搬迁群众变身为‘产业工人’。”

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华学健在邵阳

县梅溪安置点调研时强调。

近年来，邵阳市聚焦易地搬迁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建立后

续帮扶长效机制，全面提高搬迁群众

的融入感、归属感。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全市 30户以

上大集中安置点均选址在城区、园区、

景区，全部实现“五通、三化”。公共服

务设施齐全，全市 241个安置点 129个

建立了图书室，99 个建立了老年人活

动中心，103个建立了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172个修建了文体活动广场。投入

1.1 亿余元，新建 5 所幼儿园、改扩建 3

所中小学和 13 个医疗卫生室，直接受

益群众5499户22310人……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走进位于

洞口县经开区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小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漂亮

的高楼、宽敞整洁的文化广场、错落

有致的景观树，休闲的居民或翩翩起

舞，或悠然漫步，一幅充满诗意的生

活画卷徐徐展开……

“ 我 们 也 过 上 了 城 里 人 的 生 活

啦！”8月 17日晚，在洞口县经开区一家

企业工作的李建红下班吃完饭后，就与

邻居们说说笑笑，一起去广场跳舞。

积极创新管理方式。800 人以上

安置点成立社区居委会，进行社区化

管理，管理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纳入

县级财政预算；500 人以上安置点成

立专门业主管委会，500 人以下安置

点依托村支两委建立管委会进行管

理。推行楼栋长制，全面推行网格化

管 理 ，并 配 套 建 设 社 区 警 务 室 、党

（团）建工作室等，建立新时代文明实

践 中 心 32 个 、成 立 广 场 舞 协 会 104

个、红白喜事理事会 104 个，为搬迁群

众融入社区创造良好环境。

不断强化社区服务。建强社区

专业化工作队伍，实施基层干部反向

考评机制，考评结果与绩效挂钩。开

展社区干部职业化培训，提升社区干

部“全岗通”服务能力。针对留守儿

童、留守老人及特殊困难家庭建立台

账，按照“一户一策”，开展留守儿童

爱心家园“四点半课堂”、居家老人暖

心贴心、伤残人士上门护理等精准服

务。打造社区服务中心，实现群众办

事“最多跑一次”……

民生幸福是全面小康最鲜亮的

底色。新家新环境，宜居又宜业，极

大地增强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兴产业，抓培训
—— 就 业 从“ 单 一 ”向“ 多

元”转变

清晨，秋阳朗照，在新宁县回龙

寺镇光华村安置小区，三三两两的老

人坐在木质凉亭里悠闲地聊天，不时

传来阵阵欢笑声。

早上 8 时半，刘婷匆匆走出安置

小区家门，开始一天的生活。“过去我

在广东打工，现在就在安置小区的腾

富‘扶贫车间’上班，照顾大人小孩很

方便，每月工资 3000 多元。”说起现在

的生活，刘婷一脸喜悦。

新房子、新工作、新生活。对于刘

婷来说，过去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易地搬迁是手段，脱贫致富是目

的。邵阳市把产业作为易地扶贫搬迁

的基础，就业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关

键，大力实施“四个依托”就业工程，不

断拓宽就业渠道，落实就业创业政策，

确保搬迁群众有业可就、有事可做、有

钱可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依托帮扶车间带动就业。大力招

商引资，以“三个优先”（优先供给扶贫

车间用地、优先保障帮扶车间配套、优

先给予帮扶车间申报项目奖补）、“三个

确保”（确保优先接收搬迁户务工、确保

搬迁户务工及时获得薪酬、确保不随意

解雇搬迁户）的总要求，精准对接和引

进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让企业“安营

扎寨”到家门口，成为推动搬迁群众就

近就业的“主力军”。

“目前，全市共建成搬迁点就业

帮 扶 车 间 162 家 ，引 入 企 业 156 家 ，

104 个 100 人以上安置点实现就业帮

扶 车 间 全 覆 盖 ，带 动 搬 迁 群 众 就 业

6051 人。”邵阳市发改委主任杨平介

绍说。

依托投资项目促进就业。近年

来，邵阳市在农村生产生活、水利、交

通、林业、文化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方式，项目总投资

2.5 亿余元，带动搬迁群众就近就业

4816 人，发放劳务报酬 2900 余万元，

以工带训等技能培训 6434 人次。

依托园区（景区）拓展就业。让

“搬迁群众”变身“产业工人”，全市 1

个国家级园区和 10 个省级园区共吸

纳搬迁群众就业 4692 人。依托部分

安置点紧邻景区优势，发展农旅融合

产业，直接安置就业 4000 余人，带动

搬迁群众自发运营餐饮、开展特色农

畜产品种养、售卖等间接就业、创业

4801 人。

河水潺潺，荷花飘香，33 幢别墅

式安置房整齐排列……走进新邵县

严塘镇白水洞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眼前景色令人陶醉。

8 月 15 日一大早，该安置点居民

李 建 平 就 在 自 家“ 农 家 乐 ”里 忙 开

了 。“ 以 前 住 在 大 山 里 的 日 子 太 苦

了！ 现在我搬进了‘新家’，开起特

色农家乐，收入翻了好几番。”聊起眼

前的生活，李建平笑得格外开心。

在后续帮扶的大力推进下，如

今该安置点 126 户搬迁群众，家家吃

上“旅游饭”，住在“风景里”，过着连

城里人都羡慕的生活。

同时，依托公益岗位保障就业。

全市通过设置就业信息员、护林员、

保洁员、护河员等公益性岗位，共安

置 5316 名搬迁群众就业。

强外力，激内力
——观念从“等靠要”向“主

动干”转变

“当了 20 多年的农民，只会种地，

下山后远离故土，能做什么呢？”今年

50 岁的左银是邵阳县九公桥镇易地

扶贫搬迁户，3 年前刚搬迁下来时，他

很迷茫，整天无所事事，“一心盼着政

府发钱”。

后来在镇干部和村党支部的帮

助和激励下，他决心自强自立、勤劳

致富，报名参加乡镇培训，学习掌握

了刮腻子全套技术，到处揽工程。“现

在，我不仅自己一年可以赚十几万，

还带领其他搬迁户一起致富。”有新

房，更有新事业，如今左银的日子过

得有滋有味。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

邵阳市通过党建引领、夯实机制、示

范带动等方式，积极引导搬迁群众转

变“等靠要”观念，激发就业创业的内

生动力。

党建赋能，驱动发展引擎。探索

“党建引领+综合服务”的社区治理模

式，符合条件的 32 个安置点全部建立

基层党组织，241 个安置点由所在村

选派第一书记 195 人、帮扶工作队员

585 人。2021 年村（社区）两委换届，

32 名 搬 迁 群 众 当 选 为 村（社 区）“两

委”班子成员，有力提升党组织从有

形覆盖到有效覆盖。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

座堡垒。如今，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

带动下，广大党员、搬迁群众“撸起袖

子”，争当脱贫致富领头羊、乡村振兴

排头兵，已蔚成风气。

夯实机制，增强工作实效。始终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与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严格落实“四

个不摘”工作要求，始终保持政策稳

定、机构不撤、人员不散、工作经费不

减。市级层面成立后续扶持工作领

导协调机构，实行专班、专人、专抓，

市发改委、农业农村等 31 个部门按职

责分工牵头推进，形成工作合力；各

县市区确保人员力量只增不减，明确

乡（镇）党委书记亲自抓、专职副书记

具体抓，并建立乡（镇）领导联点包片

集中安置点的工作制度。

思想引领，补足精神之钙。针对

部分搬迁群众就业意愿不强、内生动

力不足、致富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等

问 题 ，开 展“ 创 业 模 范 ”“ 文 明 家 庭 ”

“勤劳致富”“遵纪守法”等评选活动，

弘扬崇尚劳动、鄙视懒惰、劳动创造

幸福的社会风尚。深入开展走访行

动，与搬迁群众谈心谈话 1.9 万人次，

既扶智也扶志。构建易地扶贫搬迁

职业技能培训长效机制，2021 年累计

免费培训 1.6 万人次，打造“想就业、

有技能、守纪律”的搬迁劳动力群体，

推进“要我就业”到“我要就业”“我能

就业”转变。

从偏僻贫瘠的土地到安居乐业

的家园，从穷困滋生的崎岖山路到脱

贫致富的康庄大道，邵阳市 8.9 万多

搬迁群众正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幸

福美好的新生活！

搬出新生活搬出新生活 扶出幸福路扶出幸福路
——邵阳市高质量续写邵阳市高质量续写易地扶贫搬迁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后半篇文章””

新邵县严塘镇白水洞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邵阳市发改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