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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对我
们‘三顾茅麓·义警联盟’队伍
来说，是鼓励也是鞭策。”接过

“常安联盟”“十大影响力队伍”
的铜牌，金坛公安分局茅麓派
出所副所长吴吉感慨道。

3月21日，市公安局举办
现场评选活动，评选出2023年
度全市群防群治“常安联盟”十
大影响力队伍、十大影响力子
品牌。“警力有限，民力无穷。

“常安联盟”就是将治保干部、
物业保安、平安志愿者等各类
力量整合起来，打造各领域、各
条线的群防群治队伍，共同打
造更高水平‘平安常州’。”市公
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运显如是
说。

社会动员
构建群防群治体系

近年来，市公安局将群防
群治队伍建设作为推进新一轮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
手段，不断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群防群治工作，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能力。2023年，进一步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
理，网上网下、各行各业全面推
进社会动员工作，逐步构建点、
线、面全覆盖的群防群治体系。

去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组织开展全市保安服务行业清
理整治行动，全面登记保安行
业从业人员，组建完成市级保
安应急机动队伍。“各分局组建
保安应急机动队伍，全市基层
派出所组建派出所保安应急队
伍87支，组织开展首批见义勇
为保安之星评选，对优秀保安
服务公司和保安员予以评选表
彰。”治安支队四大队大队长姚
强介绍，去年夏季治安行动期

间，32名保安员、网格员获得表
彰奖励。

全市还建成“万家灯火守
望点”81个、“巡防支点”111
个，发动6100余名志愿者参与
群防群治工作，将外卖、快递小
哥，网约房从业人员纳入群防
群治队伍。

因地制宜
打造群防群治品牌

今年元旦，茅山举行新年
登高健身大会活动，根据当地
警方的巡逻安排，资深直升机
驾驶员李勇勤驾驶直升机，对
金坛茅山风景区进行巡逻。除
了飞行总监，他还有另外一个

“职务”，“三顾茅麓·义警联盟”
直升机警务巡逻队队长。

茅麓派出所位于茅山风景
区，此地以丘陵山区为主，平时
需要预防山火隐患，在“驴友”
爬山被困时还要及时救援，重
大活动安保和节假日景区疏堵
也是派出所的重要工作。但辖
区范围广阔，巡逻任务十分繁
重。派出所副所长吴吉前几年
在学习驾驶直升机时，结识了
李勇勤和其他飞行员。“通过空
中巡逻，大大提高了发现隐患
和展开救援的能力。”吴吉利用
辖区这一“优势资源”，建立了
这支“空军”巡逻队。

最近，魏村辖区“眼镜侠公
益联盟”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反
诈宣传热潮。“跟着民警宣传、
巡逻，我们的市场也更加平安，
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参加。”盟友
李女士说。原来，魏村派出所
社区民警刘广平，利用魏村眼
镜店多这一特色，创建了“眼镜
侠公益联盟”，营造警民共治的
社会治理氛围，确保辖区平安
不出事。

“青平果联盟”则是局前街
派出所组建打造的群防群治品
牌，广招青果巷商家，共同开展

治安联防、安保联勤、矛盾联
调、隐患联排、防范联宣等工
作。

共建共治
发挥群防群治力量

在黄运显看来，群防群治
“常安联盟”品牌评选活动，是
“平安常州”治安防控体系现代
化建设的缩影，“防控体系的建
设，依靠各个单位、各种力量的
共建共治，进一步发挥群防群
治的力量。”

武进公安分局鸣凰派出所
在北庙桥社区，联合悦隽公馆、
万科柏悦湾小区组建了“双悦
联盟”，在平安社区建设中取得
了显著成效。“我们积极调动小
区保安、物业管理员的积极性，
让他们参与到辖区的安防治理
中，大大压降了两个小区的发
案率。”鸣凰派出所所长孙振华
说。

“我们把群防群治、共建共
治作为‘街里街坊’‘常安联盟’
品牌的最大动力源泉，充分调
动民力，实现辖区共防共治。”
南大街派出所所长商亚勇介
绍，他们主动对接区司法局和
街道，邀请民调入所、律师进
所，组建“8+2+2”专兼职人民
调解员队伍，24小时实体化运
转，对求助和简易纠纷警情开
展先期处置，对现场难以解决
的带回所专司调解。去年以
来，人民调解员处置简单纠纷、
群众求助等警情占有效警情的
30%以上，调处成功率和群众
满意率均达100%，调解员收获
的锦旗达24面，有效释放基层
警力。

市公安局评出“常安联盟”十大影响力队伍

“共建共治”打造更高水平“平安常州”

警警 方方

评选现场

■舒翼 张澜

“这是新改造的贯穿件无尘
车间，客户看到更放心了；这是
刚上马的光伏生产线，每月可实
现产值1000万元；这个二层老
旧实验室，随着1.1亿元重大项
目建设资金到位，即将变成四层
的智慧工厂……”3月 20 日上
午，江苏华光电缆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光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金栖泽一边带着记者参观，
一边兴奋地描绘着美好愿景。
就在1年多前，他还在为公司濒
临破产而愁眉不展。“正是常州
法官处处为企业着想，才让我们
在短时间内‘完美复活’。”金栖
泽由衷地感叹道。

2023年，包括华光公司在
内，全市共有20家危困企业在
法院的帮助下，通过破产重整获
得新生。

担保引来“破产之祸”
重整获得一线生机

华光公司成立于1995年，
是国内唯一一家拥有核电缆和
电气贯穿件两个系列产品的核
电设计和制造资质的民营企
业。2018年，它因对外提供巨
额担保而陷入困境。

“账户被冻结、资金被划扣，
没钱进料造成订单完不成，商业
信誉受损又接不到新订单，恶性
循环导致工人工资和社保断
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22
年。”金栖泽说，在此期间，公司
到处筹集资金自救，但都失败
了。2022年8月，华光公司向法
院提出了破产重整申请。

2022年10月下旬，常州经
开区法院受理了申请。“华光公
司属于有资质、有产品，暂时陷
入困境的有挽救价值的企业。
受理申请后，我们立即开展应救
尽救工作。”该院民事审判庭庭
长唐凯介绍。2022 年 11月中
旬，破产管理人入驻；2023年3
月，遴选重整投资人；4月，债权
人大会通过重整计划；5月，重整
资金一步到位，公司恢复生产经
营，重整获得成功。

重整的每一步
都有法官保驾护航

在金栖泽看来，重整过程充
满了不确定。其间，正是法官的
一路保驾护航，才让企业成功

“上岸”。
“当时，我们无法接新订单，

但手头还有些小订单要交付。
如果不能正常交付，会被吊销核
电资质，所以我们提出重整期间
要继续生产。”金栖泽说，这对法
院来说，是有风险的，担心继续
生产会扩大损失。法院通常要
求企业在重整期间停工，但唐凯
考虑到公司今后的发展，特别是
核心资质绝不能丢，于是，他冒
着风险，授权公司可以在破产管
理人监督下继续生产经营。这
让金栖泽十分感动。

很快，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2023年9月，5年一续的核电资
质要审验了。“我们要提前3个月
准备材料，审验前还不能有未结
官司，而正常重整一般要2年至3
年才有结果，这样拖下去，一切都
完了。”金栖泽的焦虑很快被化
解：法官督导破产管理人加速办
理流程，帮助企业在短时间内找
到了合适的重整投资人，一次性
出资化解全部债务，保障企业从
容应对并通过了审验。

“我们在阿里、京东等全国
性平台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后，
经专家评审，从两个意向投资人
中，选中了无锡某新能源企业提
交的重整方案。该企业以新能
源特种线缆的研发、制造、销售
为主，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能推动华光驶入新能源赛
道，还弥补了常州新能源产业体
系的空白点和薄弱项。”唐凯说。

为了加速重整计划，经过法
院多方工作，重整投资人打破分
批付钱的常规方式，一次性出资
解决了华光公司的全部债务后，
很快又投入8000多万元上马光
伏生产线，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
动能。“以前，公司的年营收只有
2000多万元，去年从重整成功到
年底就实现营收7000多万元，员
工薪资提高20%以上。大部分
离职的员工又回来了，我们还招
了新员工。”金栖泽高兴地说。

“四招”齐出，助20家
危困企业成功“上岸”

“华光公司破产重整案，是
我市开展企业破产重整救护行
动，充分发挥破产挽救功能，依
法拯救陷入财务困境但有挽救
价值的企业，实现法治护商安企
的典型案例。”市中院破产审判
庭庭长王星介绍，仅去年，全市
就有20家面临灭顶之灾的企业
成功“上岸”，并且都发展良好。

“企业重整是破产案件中最
具生命力的一部分。”王星说，市
中院通过制度供给、放宽门槛、
府院联动和队伍建设“四招”，最
大限度发挥破产重整挽救危困
企业的作用。

市中院于2022年出台《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重整案
件工作指引》，对企业重整的流
程提出规范性要求。破产重整
需要危困企业具有为市场认可
的资本价值、特许经营权或生产
资质等壳资源，门槛较高。对
此，全市法院适度放宽审查门
槛，结合多方面因素，对企业应
救尽救。

破产重整企业大多处于经
营不正常状态，完成重整后若不
能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将极大打
击投资人的积极性。市中院积
极对接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建立
协调联动机制，通过“府院联动”
为企业恢复经营提供“加速
度”。同时，积极开展基层法官
业务指导，督促破产管理人协会
加强行业培训和能力提升，锻造
了一批善于破产重整的精兵强
将。

去年一年，我市有20家危困企业通过破产重整获得新生

“破”而后立，华光公司“复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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