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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获得了考核认证的“黑熊”
11月12日下午，记者慕名来到乌海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基地采访这对“好搭档”，
却得知警犬“黑熊”因病住院。没能见到“黑
熊”，只能听训导员孙鹏远给记者讲述他与

“黑熊”的故事。
孙鹏远是一位“90 后”，参加公安工作

已有 9 年，曾经训练过史宾格搜爆犬、拉布
拉多缉毒犬、马里努阿追踪犬等 7 只工作
犬。相伴他的是风吹日晒、风霜雪雨，一只
只受训的伙伴经他之手威风凛凛的走上工
作岗位。长期的辛勤付出，使他看起来比
同龄人更显成熟。初见面时，他少言寡语，
但一提及警犬，话匣子就打开了。“我现在
训练的警犬叫‘黑熊’，是东德牧羊犬，2021
年1月出生，2022年通过认证考核。你看它
是不是很威武。”孙鹏远一边给记者翻看着
手机里“黑熊”的照片，一边热情地介绍他
的战友“黑熊”。

每只警犬都有自己的特长，如何发掘它

们的特长，使它们成为合格的警犬，是孙鹏远
追求的目标。每天，当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未
洒向大地，“黑熊”已经开始了它的训练之
旅。孙鹏远根据训练科目，把“黑熊”带到训
练场或者带到野外山林，用追抓小球的游戏
让“黑熊”达到相应的兴奋点后，进行坐下、起
立、趴下、跳跃、撕咬等基础训练，随后进行追
踪科目训练。他和“黑熊”穿梭在训练场和山
林间，不断锤炼着追踪技能。这对“搭档”都
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追踪物品大到衣服、
毛巾，小到卡片、瓶盖、烟头、钉子等，“黑熊”
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成长：出色的训练成就了“黑熊”
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孙鹏远和“黑熊”

之间的配合愈来愈默契。孙鹏远不善言辞，
埋头苦干；“黑熊”“沉默稳健”，从不偷懒。30
米、50米、100米，直到200米……经过两年多
坚持不懈地训练，“黑熊”终于成长为一只出
色的追踪犬。2023年，在全区首届警犬技术

技能大赛中，孙鹏远携警犬“黑熊”获得追踪
科目第一名的好成绩。

训练是基础，实战是目的。让警犬在
打击犯罪中发挥作用，是每一名训导员最
大的心愿。孙鹏远说，“黑熊”把每次训练
和执行任务都当做是“玩”，在“玩”中获得
食物奖励，成为它完成目标训练和任务的
动力。为了高质量完成每一次任务，孙鹏
远都会带上“奖励食物”，择机给“黑熊”喂
食。“奖励食物”非常美味，由牛肉、鸡蛋、狗
粮搅拌后制成元宵的形状，“黑熊”非常喜
欢它的专用“元宵”，为了获得奖励，“黑熊”
每一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

成绩：大案要案都有“黑熊”的身影
孙鹏远介绍，犬的嗅觉大约是人的1200

倍，在追踪任务中，犬凭借它的优势协助警察
完成任务。在城市中，监控设备非常完善，警
犬发挥作用有限。但在山林河流等监控设备
覆盖不到的地方，警犬寻人找物具有独特的

优势。孙鹏远骄傲地说道：“3岁的‘黑熊’已
累计参加案件侦破11次、寻找走失人员8次，
在实战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尤其在 2023
年‘3·7’重大刑事案件、2024年呼和浩特市土
默特左旗‘6·18’案件、2024年乌兰察布市卓
资县‘9·18’案件中，‘黑熊’在指明方向、寻找
作案凶器、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中发挥了重
大作用。”

训练警犬，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个危险
活儿。平时看起来温驯的警犬，乖巧的背后
也隐藏着危险。采访时，记者在孙鹏远的左
手上看到了一条约 6 厘米长的伤疤，这是他
和“黑熊”在进行封闭培训期间，“黑熊”在练
习扑咬时，误伤到了孙鹏远。孙鹏远用右手
抚摸着伤疤，风轻云淡地对记者说：“这点小
伤不算啥，我们大队里每名训导员在训练时
都被警犬抓伤、咬伤过，被咬伤最严重的是我
们的大队长，他胸前的伤疤更长……”对于孙
鹏远来说，手上的伤疤，只是警犬“战友”留给
他的“特殊奖章”。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扮靓平安法治乌海”系列报道——

辅警孙鹏远与警犬“黑熊”的故事
本报记者●钱虹

凝聚合力化解纠纷 绘就平安和谐底色
本报记者●鲁旭 通讯员●富正义●赛哈娜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地处内蒙古自
治区西部，是全区 20 个边境旗市区之一。
面对地域广阔、人口分散、矛盾多样的社会
治理难题，乌拉特后旗积极探索和创新矛盾
纠纷化解机制，独具特色的“宝音一线工作
法”“三区联动、多元共治”边疆地区矛盾纠
纷化解工作法脱颖而出；“人民法庭+苏木镇
政协联络组+司法所”联动联调模式，“无讼
乡村”建设、“政法老干警工作室”以及“牧人
茶室”“牧人之家”等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典型
做法效果凸显。这些方法与做法共同形成
解决社会治理难题的合力，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得以不断完善，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
得到不断提升。

联合调解减少矛盾。乌拉特后旗积极
推动“人民法庭+苏木镇政协联络组+司法
所”联动联调模式，通过多方协作，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在源头。

专业队伍高效调解。乌拉特后旗积极
动员政法系统退休老干警，成立了蓝天调解
委员会和政法老干警工作室。这些老干警
积极参与社区基层治理，为居民提供公益矛
盾调解、法律咨询、帮办代办等服务。

诉调融合和谐化解。乌拉特后旗通过
与嘎查合作，设立“无讼乡村”调解室，邀请
有威望的老党员担任调解员，采用“诉调融
合”的方式解决纠纷。

法治宣传提升水平。为了强化调解员
的法律知识，乌拉特后旗每月组织政法单位
业务骨干下嘎查授课，开展“订单式”普法活
动，发放典型案例风险提示白皮书，向村委
会发布纠纷态势分析报告，提出司法建议。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调解员的专业水
平，还增强了村民的法治意识。

数据共享提高效能。乌拉特后旗建设
了“市域社会治理服务平台”，设置了居民

“随手拍”、网格员客户端和网格长客户端3
个客户端。居民可以通过“随手拍”客户端
实时上传和反映小区安全隐患、邻里纠纷等
问题，平台点对点下达指令至网格员手机端
提醒办理。这种实时互动的方式大大缩短
了问题处理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该平台集成数据收集、统计分
析、矛盾纠纷排查上报、办事提醒、部门联
动、研判处置、跟踪督办、评价反馈、政策宣
传等多项功能，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
出社区”的治理目标。

乌拉特后旗通过推进联动联调机制、
“无讼乡村”建设、智慧平台服务等措施，有
效化解了基层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稳
定。下一步，乌拉特后旗将继续深化经验做
法，不断创新和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乌拉特后旗作出更大
贡献。

今年 10 月，每 4 年一届、被称

为“警犬界奥运会”的第六届全国

警犬技术比赛如期而至，乌海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四级辅警

孙鹏远携警犬“黑熊”代表内蒙古

自治区参加了比赛。38 个代表队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孙鹏远携警

犬“黑熊”最终从255人、219只警犬

中脱颖而出，获得追踪科目第 13

名，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队荣获团

体第三名作出了突出贡献。

“两包四促”解难题 基层治理提质效
本报记者●岳科坚 通讯员●王美蓉

锡林郭勒盟镶黄旗牢牢把握新时代
“枫桥经验”实践要求，积极发挥群防群
治力量，将平安联创“两包四促”工作机
制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抓手，
助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今年年初，镶黄旗精心组建了一支
由 103 名青年干警构成的“两包四促”包
联队伍，划分为四个工作组，下沉全旗各
苏木镇、嘎查（社区）及网格，发挥懂法
律、善执法、会调解的专业优势，实施精
细化服务对接，形成强大合力，着力破解
基层治理难题。

包联干警秉持“早摸排、早发现、早
化解”的工作原则，将工作重心精准定位
在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点人群
和重点领域。无论是涉及草场边界争
议、邻里间的日常摩擦，还是婚姻家庭中
的深层次矛盾，都成为他们集中排查与
普法宣传的重点。通过实施“一户一表”
摸底调查，实现“家不漏户、户不漏人”，
为后续精准施策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
目 前 ，已 开 展 入 户 摸 排 4 轮 ，走 访 群 众
3800 余 户 1 万 余 人 ；排 查 矛 盾 纠 纷 946
件 ，化 解 946 件 ；收 集 群 众 意 见 建 议 69
条，帮助解决民生实事 60 件。

为进一步巩固调解成果，包联干警
对已调处的矛盾纠纷，采取“上门走访+

电话回访”的方式，实施常态化跟踪回
访，全面掌握了解当事人的思想状况以
及对处理结果的满意度，防止已经化解
的矛盾纠纷出现反弹。加大对重点人群
的教育、引导和管控力度，采取“15 天周
期”回访模式，对重点人群突出矛盾纠纷
进行持续跟踪，严防极端事件的发生。
强化属地管理责任意识，深入落实源头
稳控措施，积极协调矛盾调解中心、苏木
镇、嘎查及社区，充分发挥各方优势，精
准施策，对症下药，力求将矛盾纠纷化解
在萌芽状态。

包联干警在走访过程中，特别注重
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靶向宣传活动。根据不同
受众的特点和需求，特别是针对特殊群
体，选取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深入浅出
地讲解法律知识，内容涵盖了家庭婚姻
矛盾、民间借贷、电信诈骗、邻里纠纷、青
少年犯罪、家庭教育以及校园安全等多
个方面。这种接地气的普法方式，不仅
增强了群众的法治意识，也拉近了警民
之间的距离，实现了服务群众“零距离”
的目标，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了良好的
法治氛围。截至目前，开展法治宣传 187
次；发放法治宣传资料 1.5 万余份，惠及
群众 7000 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