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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礼赞劳动 致敬劳模
———2020年大兴区劳模先进人物事迹展示（六）

■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安全生产
的应急管理人， 他敢于碰硬、 勇
于面对挑战， 研究建立了大兴区
推进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的工
作意见， 以及区安全生产约谈、
通报等多项工作机制， 厘清了全
区69个部门和属地的安全生产职
责， 他就是大兴区应急管理局一
级主任科员宋新雷。 多年来， 他
用 “坚” 与 “守” 的魄力， 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 “守门人”。

在开展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过
程中，宋新雷主动作为，不断推动
各项工作体制、机制落地，引领安
全生产领导干部、 企业安全生产
部门压实责任。 在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中，牵头组织制定《关于推进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的工作意
见》。为避免重大隐患事故给人民
生命财产带来损失， 他牵头制定
了 《大兴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严

重单位悬挂安全警示标牌暂行办
法》，明确重大安全隐患构成事项
及政府监督管理方式。

在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过程
中 ， 宋新雷从未松懈抓隐患整
改 。 通过开展企业隐患自查自
报， 按照隐患日查周报、 日查月
报和日查季报模式， 逐步确立了
以企业隐患自查自报工作为载体
的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模式。
目前， 全区监管信息系统内企业
上报率和隐患整改率均达到99%
以上。

对宋新雷来说， 周六日停休
是工作常态， 全国、 全市一旦突
发安全生产事故， 他就要及时作
出研判， 迅速组织相关部门和属
地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组织专项行动后， 他又要亲自带
队， 组织执法人员和相关专家加
强对隐患问题的专项检查。 在各

专项行动开展过程中， 他从来没
有喊苦喊累。 他说： “通过我的
努力， 只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有
所减少，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再
损失， 我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地处大兴区中心区又是 “老
城区”的林校路街道，商业区多、
人员密集场所多、 机关事业单位
多、流动人口多。从事了多年综合
治理工作的大兴区林校路街道办
事处综治办主任鞠立才， 积极探
索并逐步建立林校路街道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 为维护辖
区的安全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综治工作既是一项政策很强
的工作，又是一项繁锁的工作。鞠
立才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情，研
究起草制定了林校路街道各项重
要政治活动社会面防控及维护辖
区安全稳定工作方案， 进一步完
善了街道、社区综治委建设，为街
道安保工作及安全稳定工作奠定
了基础。

针对人手少、 任务重的工作

特点，多年来，鞠立才以抓工作主
线为突破口， 坚持抓好综治队伍
建设， 逐步完善了街道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
责任制。在他的主导下，分别在辖
区19个社区居委会建立了综治组
织、治安巡逻志愿者队伍、红袖标
队伍，形成了以街道为龙头，以社
区为依托， 辖区成员单位共同参
与的安保防范体系， 形成条块结
合、群防群控的工作运行机制。

林校路街道治安重点地区
多，历史遗留问题多。鞠立才研究
探索了“引、整、管、建”社会化管
理工作模式， 制定了切合街道实
际的工作流程、 工作规范和工作
标准， 创建了以综治牵头， 派出
所、城管、工商等职能部门配合，
社会力量参与的联动联治工作格

局， 在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上出硬
招， 实现在提升社区服务水平上
见成效。

作为大兴区城市管理指挥中
心主任， 他不断探索创新， 在全
市率先创立了 “接诉即办” 六步
工作法、 八项机制、 “十三要”
和七从工作法， 积极探索 “三包
三转三上门” 群众工作法， 使得
大兴区 “接诉即办” 工作成为全
市标杆。 他坚持深入一线， 为各
镇街和委办局授课近100次， 直
接培训18000人次， 坚持调度薄
弱镇街， 推动全区整体成绩始终
保持稳定。 他就是吴坤祥。

“接诉即办”机制提出后，吴
坤祥打破思维定势， 从创新基层
治理体系的角度看待 “接诉即
办”，从重塑基层工作方式的角度
对待“接诉即办”，带领区城市管
理指挥中心提早筹谋、多次调研、
创新机制，打好了“接诉即办”的
先手棋。 他撰写“接诉即办”讲课
稿，2020年，通过“云平台”对全区
处、科级党员干部进行培训，有效
提高各单位思想认识和工作方
法。

紧密围绕群众诉求办理，吴
坤祥推动建立全市首家接诉即办

调度指挥中心，打造“1+20+N”的
一体化工作体系， 推动 “接诉即
办”向“未诉先办”转变。

近年来， 通过对网格化管理
的学习和理解， 吴坤祥从以往工
作成效和经验中加以总结、 梳理
概括出大兴区网格化管理 “1233”的
总体思路。 2016年至2020年，大兴
区连续5年在市城管委年终网格
化管理考核中排名郊区第一。

“南城名捕” 范凯， 现任大
兴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三中
队中队长， 他所带领的大兴分局
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三中队是全
市闻名的南城 “PTU” 战队。 丰
富视频应用机制、 健全研判指挥
机制、 完善立体巡控网络……勇
挑重担的他， 充分利用科技信息
化手段， 创新一系列工作措施，
助推社会面防控工作提档升级。

范凯结合辖区实际潜心钻
研， 根据视频与研判两个看似平
常的手段， 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措
施， 充分运用智慧型手段为巡控
服务。 他将辖区500多个探头全
部整合集中使用， 分一二三等级
分级管理； 充实视频巡控室， 将
巡控员分成监控小组、分析小组、
外调小组， 分别负责24小时视频
巡控、警情研判、视频外调。

同时， 范凯灵活运用研判指
挥机制， 完善了巡逻决策的 “数
据链”。 建立警情研判和案件回
访制度， 每天由专人对街头案件
全面跟踪、 回访报案人， 大范围
调取案发地周边监控， 获取各种
线索， 分析 “三高” 规律。 创新
警情图标制度， 推行智能思维导
图， 经过警情研判、 案件回访和
视频调取， 深度串并系列案件，
逐一分析、 绘制成图， 精准推导
嫌疑人作案中每个环节的特点。

“十次巡逻九次空” 是巡警
圈里的一句老话， 认为巡逻是一
个没有技术含量的粗放活， 但这
个 “魔咒” 被范凯打破了。 他通
过认真钻研探索 ， 不断总结提
升， 使巡逻从传统的粗狂式实现

向精准性的转变。
被称为“南城名捕”的他本着

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结合多年
的工作经验，不断钻研，先后提炼
了 “五勤”（即“勤思、勤观、勤问、
勤查、勤巡”）“五步”（ 即“析、部、
看 、查 、固 ”五个环节 ）“三四五 ”
（即“三类必巡线路、四类必查人
员、五类必检车辆”）巡逻工作法
等一系列适用于一线巡逻打现的
先进经验。同时，依托视频与研判
的系列手段，形成“分析-研判-
讨论-制作-派勤-巡逻 （打击）”
的“流水线”模式，实现靶向指导、
精准打击。有了先进经验的支撑，
他带领队伍抓获的嫌疑人数量逐
年上升。近3年分别抓获各类嫌疑
人600余人，成功打掉了盗窃电动
车电瓶犯罪团伙、非法运输、经营
危险品犯罪团伙……他所带领的
三中队由此成为全市闻名的南城
“PTU”战队。

年轻时， 战东林曾经是国家
队长跑运动员， 夺得过国际马拉
松冠军。 现在是北京市大兴区第
一中学的一名体育教师、 中长跑
教练员。 他对待工作兢兢业业，
心中只有学生。 他常说： “只有
学生有了好成绩， 他们才有更多
的选择机会， 才有更好的发展。”

战东林还担任学校田径队长
跑项目的主教练。 他为了更好的
管理和照顾队员， 一家三口放着
100平方米的房子不住，却挤在十
几平方米的学生宿舍里， 和队员
们同吃同住，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队员的管理和训练上。

战东林在训练时从来不带手
机 ， 从不因为其它事情影响训
练， 每次训练课他都紧盯队员们
的各项练习内容。 在他的引领、

教育下， 近几年， 队员们的专项
运动成绩非常优秀， 4人次获得
金帆奖， 10人获得银帆奖， 60多
人次获得全国中学生比赛冠军，
130余人次获得北京市冠军。

一直以来， 战东林始终在学
习、 钻研教学方法， 教学训练水
平保持在北京市的高水准， 在他
的引领和带动下， 极大推动了该
校的竞技成绩的提高。 近几年，
学校包揽了大兴区内中学生田
径、 游泳项目比赛的团体冠军；
在北京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 体
育传统校田径比赛、 金奥校田径
赛场上， 成绩均名列前茅； 在全
国中学生田径赛事上 ， 成绩突
出， 连续4年稳居全国中学生田
径锦标赛团体总分前三名的位
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