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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解敏

崇明横沙岛，地处长江入海口东端，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
嵌在东海之滨。在横沙岛的海边，总能看到一道特别的景观：海
水防潮堤坝上，矗立着连排的混凝土柱子，底座嵌于大堤上，这些
坚固的防潮堤如石林一般，面向大海，不仅抵御着汹涌的海浪，也
守护着岛民们宁静祥和的日常生活。
今天是端午节，不少游客纷至沓来。横沙乡现有居民近1.3万

户，户籍人口3.3万余人，是上海唯一尚未建设对外路桥的岛上乡
镇，也是上海行政区划中仅剩的两个乡之一。有人说这里是上海
最安全的地方，除了四面环水筑起的天然屏障外，岛民日常生活中
的安全感从何而来？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游客青睐这座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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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明横沙岛以东的老海塘外，

有片曾经鲜为人知的区域。经过长江

近20年的滋养，如今形成总面积超过

106平方公里的“海上良田”，相当于

原来横沙岛面积的两倍。到2035年，

这片被称为“横沙新洲”的区域将建成

世界级现代都市生态绿色农业示范

区，年总产值将达300亿元以上。

近日，横沙新洲配套货运码头

一期工程正式交工验收，横沙岛未来

的发展也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此同

时，集中建设引发的人口导入、施工

纠纷等问题，也为岛上的治安带来新

的挑战。

5月初，货运码头工程业主方在

查看工程进展时发现包工头邱某接手

的项目存在问题，遂要求召集工人“清

场”，并更换工程队。包工头承诺工人

当日结清前期工资，但业主方需要走

完财务流程才能发钱。突然无活可

干，又拿不到工资，工人们一怒之下与

包工头发生冲突。民警孙辉接警后第

一时间抵达现场，并通知分包方一起

参与调解。“民警到达现场，起的是‘安

定剂’的作用。”在帮助双方理顺前因

后果的同时，孙辉尽力安抚工人们的

情绪，“通过细聊，我了解到，其实三方

都想好好解决问题，缺少的只是有效

沟通。经过耐心调解，分包方和邱某

承诺先垫付部分劳资，剩余部分由业

主方走完财务流程后发放。工人们表

示理解，我也当场承诺，一定会把这件

事跟踪到底”。

为了让企业拥有无所不在的安全

感，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横沙派出所

从防涉企风险、防涉企案件、防人员滋

事着手，全方位守护企业安全。中交

三航局二公司横沙新洲码头项目负责

人高成宾说：“我至今都记得，项目刚

开始，工人入住宿舍时，民警就主动找

上门，一间间敲开门，做好信息登记。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防患于未然就是

从源头上降低风险。我们每个管理者

的手机里都存了社区民警的电话。他

们常说，不管多晚，都可以第一时间打

电话找到他们。”

项目负责人：不管多晚都能找到他们

咖啡店主：我的店从不关门

横沙乡新永村有一间民房改

造的咖啡店，因门口的一尊白马雕

塑而出名，行人路过时总忍不住多

看几眼。工作日午后，店门敞开

着，店里却没有人。试着拨打留在

门上的电话，店主说他在喂马，要

十分钟后才能回来。店主陈仕斌，

福建人，一年前开了这家咖啡店。

他指着店门口的“招牌”说：“这其

实是我捡来的，我本想在远离市中

心、安静的地方安定下来，最后选

中了横沙。在这里生活了一年，虽

然有时村民免不了会用异样的眼

光打量我这个‘外来者’，但生活在

这里很安心。就像我的店一样，从

来不关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在横沙岛是一种常态。”

“刚来的时候，办暂住证有点

难住我了。一时搞不清到底应该

去哪里办、找谁办。幸好遇到民警

孙辉，他巡逻时看到这间新开的小

店便走了进来。不仅告诉我要准

备哪些材料、去哪里办理，还专门

给办理点打了电话，关照细节。临

走时还不忘提醒我下载反诈App，

在我的手机里存下他的联系方

式。他打破了我对警察的一贯印

象。”陈仕斌说。

社区民警：通讯录存满居民电话

像孙辉这样的社区民警，横沙

岛上共有十位。2019年入职崇明

公安分局横沙派出所时，孙辉给自

己定下的目标是每天走访三户居

民，花三年时间走访完辖区内的三

千来户居民。五年过去了，他的足

迹确实踏遍了社区内的每一家住

户、商户，通讯录里存了一千多户

居民的电话，笔记本里记满了密密

麻麻的调解记录。现在岛上的人

都知道，有什么矛盾纠纷，找孙辉

准没错，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就

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

“农村地区是熟人社会，交流

频繁，生活形态相对稳定，因此警

务机制也要因地制宜。”横沙派出

所所长杨珠峰说，派出所立足主防

定位，以及辖区治安规律特

点，在横沙乡的增产村

试点打造“十户联

保”，通过将邻里之间的十户村民

联结起来，形成互助网络，开展社

区共同治理。由退休老干部、退伍

军人、村干部等既热心公益，又有

声望的人组建成为“联保组长”，再

由社区民警对他们进行日常指导。

“凭借人头熟的优势，以聊家

常的方式‘打开’民心，既有利于化

解现有矛盾，也能排查隐性矛盾。

这样的‘乡村治理模式’被验证行

之有效。”联保组长在日常走访中，

遇到过因宅基地建房发生纠纷、因

饲养家禽发生争吵的邻居，也撞见

过被电信诈骗的村民。他们都会及

时劝阻、耐心调解、讲明骗术，并在

第一时间联系派出所、市场监管部

门等，融入“三所联动”机制，进行有

效处置。“许多纠纷矛盾，都是因为

提前介入，才预防了后续升级为刑

事案件。”杨珠峰说道。

在横沙岛，群众对社区民警的

知晓率达到70%以上。今年1至4

月，横沙派出所接处各类矛盾纠纷

比2023年同期下降11.4%，

辖区内“民转刑、刑转命”

案件零发生。

“横沙通”：最先面对最先处置

端午节假期，横沙岛又一次迎来

旅游小高峰，小岛因此充满生机与热

闹。假期里，民警姚金卫连续在岗，他

说：“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岛，每到节

假日都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由于本

身公共服务设施容量有限，有过量游

客涌入，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都有可

能发生。”

姚金卫是土生土长的横沙人，曾

在20岁背上行囊离开故土，他曾许下

诺言，将来一定会回来建设家园。28

岁那年，他遵循着初心回来了，“回到

横沙，看到我的家乡在一天天地变好，

游客多了、公路拓宽了、码头的车流变

多了”。如今，作为社区民警，姚金卫

以地地道道的“横沙通”，成了单位里

的业务骨干，遇到节假日勤务期间，人

员少、压力大，即使自己有假在手，也

主动投身工作岗位。去年“五一”假期

返程高峰，崇明三岛遭遇大风雨，横沙

岛上唯一对外的交通方式——渡轮停

航，此时恰逢游客、返程人员出岛高

峰，有300多名游客滞留码头，100余

辆私家车排成长队。值班民警迅速出

动，家在岛上正在休假的民警也快速

加入，组成临时应急队伍赶至码头。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食物和毛毯，有需

要的旅客前来领取。”姚金卫回忆，当

时在候船大厅，民警有序组织发放食

品和饮水，同时配合轮渡公司安抚旅

客情绪，加强巡逻工作，维持秩序。天

色渐暗，长江口区域风力依旧，什么时

候开启渡轮不确定。越来越多的滞留

旅客感到不安，抱怨声连连。此时，民

警与岛上各民宿经营户取得联络，咨

询客房情况，50余名旅客选择当晚推

迟返程，在岛上住一宿。同时，在志愿

者协助下，零售经营的小店也为滞留

旅客主动提供了餐食。21时30分，天

气好转，渡轮开航，凌晨时分，码头最

后一班渡轮把旅客全部送出。

所长杨珠峰说：“很多时候，我们民

警是最先遇到问题、最先处置问题的第

一道防线。经此一役，我们总结经验，

与岛上平安办、轮渡公司、村居等一起，

协商制定了节假日码头停航大客流滞

留应急预案，各相关部门都有了明确的

职责分工，今后再遇到因天气原因停航

等突发情况，就有了可对照执行的模

板，这对于即将到来的夏日台风天气也

同样适用。”此外在横沙岛上，对于突发

疾病的患者，也有紧急离岛就医预案。

一旦急救人员判断患者需要被立即送

往市区就医，警车就会护送救护车到对

面码头，渡轮在非运行时段也将临时加

开护送。如果遇到特殊天气轮渡停航，

还有海事船只、直升机等作为辅助，护

送出岛，保障居民及时就医。

■ 民警走访工地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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