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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9/2021_2022__E4_B8_AD_

E9_9D_92_E5_B9_B4_E6_c24_169219.htm “唐古拉山乡派出所

只有3名干警，辖区面积却有5．87万平方公里。”全国政协

常委、西宁铁路分局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马志伟曾去

这个海拔4700米的派出所调研，他说：“这3名40多岁的民警

看上去就像60多岁的人。” “牧民的牦牛丢了他们得找，马

丢了得找，羊丢了还得找。15年，这些民警没有休息日。”

马志伟4年前成为公安部特邀监督员。 马志伟还提供了一组

数字：去年4月至11月间，西宁因病去世的民警就有11名，年

龄大多集中在40岁左右。中青年民警积劳成疾已成为全国公

安机关的普遍问题。 2006年平均每天有1.5名干警因公死亡。

委员们认为，警察“过劳死”背后反映了公安队伍的生存状

况。“他们的生存状况应该引起重视，毕竟和平年代真正为

老百姓牺牲的还是公安干警。”马志伟去年曾上书中央和公

安部领导，希望重视警察队伍的生存问题，比如大强度、超

时工作，工作和生活条件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大

、家庭生活不和谐等。来源：www.examda.com 去年两会，广

西大学理学院院长罗里熊委员就提交了一份关于修订《人民

警察法》的建议。 他说，2006年在广西大学附近发生一起抢

包事件。受害妇女报警后，周围几个派出所出现出警不力的

情况。接到投诉后，罗里熊委员进行了调研，在指出干警问

题的同时，他也发现很多客观事实，比如警力不足、紧张疲

劳影响到干警的责任心。 罗里熊委员说，随着社会发展，我

国警力远远达不到国外平均水平。国外平均万人有35名警察



，中国万人只有12.3名警察。 同为公安部特邀监督员的何丕

洁委员认为，人民警察承担很多了非警务活动。 全国政协委

员刘振英是位资深记者，曾就公安队伍状况到东北做过专题

调研。他说，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人民警察警力

有限，担子太重，亟需提高他们的装备设施，改善他们的生

活待遇。 从马志伟的调研情况来看，警察队伍不但工作强度

大、危险系数高，还存在待遇和职级偏低的问题。 像西宁市

有1700余名交警，只有十几个处级干部，远远低于其他部门

。有的干警一辈子连个科级都不是，严重影响了一些干警的

积极性。 罗里熊委员建议，应该根据警察职业特点，设立科

学、独立的警察职务系列。 近年来，对于警力投入、公安经

费保障、民警身心健康、医疗、住房等问题，中央和地方政

府都非常重视，也给予很多倾斜政策。比如许多地方组织民

警强制休假；有的地方拨出专款向民警提供医疗急救；有的

地方规定在医疗保障机制中，给予公安民警高于同级公务员

的待遇。 对于这些举措，几位政协委员给予了充分肯定。他

们同时建议，全国应该统一调研，全面预算，全方位规划警

力设施。 何丕洁委员认为，目前西部地区这种警力不足、设

施落后、人员疲惫的状况更为严重。他在贵州地区调研，发

现当地公安装备极差，经费极为紧张，人才和技术也很缺乏

。 来源：www.examda.com “那里毒品问题严重，公安干警缉

毒任务繁重，更需要加大投入。”他建议，可以在公安系统

内部进行东西帮扶。比如，东部省份一些先进的装备更新换

代很快，可以调配到西部更需要的地方，东部的公安干警也

应该到西部困难地区帮扶办案，西部干警也可以到东部挂职

锻炼，提高业务水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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