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有“双千”教官表示，教师在基层挂职
锻炼，基层民警驻校任教，是解决实战和教
学脱节的有效途径。

理论服务于实践，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
应用的“产学研”合作是功能与资源优势上
的协同与集成化，是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潮
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与普通
高校相比，公安院校的教师本身所具有的警
察身份，无疑打破了象牙塔中理论教学与现
实环境实践应用的壁垒，同是国家公务人
员、同着警服，让进行教学科研的警察院校
教师和应用于实践的公安一线民警产生了
天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这也让双方沟通起
来更加容易。“国家安危，公安系与一半”，所
有新型警务技能与技术手段的应用和公安
队伍、执法建设的规范化，都是以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为基础的。所以，高等
院校的教师前往公安一线，一方面可以带去
最新、最前沿的理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
可以汲取大量的实战经验最终回馈到教育
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双千计划”学校派出到

基层的挂职锻炼教师，正是肩负着这样的使
命和职责。

“相比之下，我从基层学到的远远大于
我带去的。”廖建春曾作为第一批“双千计
划”挂职教师在绵阳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挂
职半年。在基层的工作经历可以说是廖建
春教学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之前，课
堂教学和一线实战脱节一直是困扰我的大
问题，没有切身参与案件的侦破讲起课来只
能转述二手材料，自己心里没底，感染力差
了很多，学生也不爱听。”在挂职期间，廖建
春通过查阅相关信息与资料帮助一线民警
解决过一桩关于未成年人的疑难案件。案
件破获后，廖建春迅速将这次成功的经验和
亲身参与的体验总结出来带回了课堂。有
了这次的经验，廖建春开始致力于一线案例
与课堂教学的结合，特别是将一些好的经验
抽象为可以学习模仿的理论然后向一线民
警讲授。近些年，廖建春累积给2.5万人次
的民警作过培训，“在基层的经历，让我的课
变得很接地气，通过用真实案例去诠释理
论，使课堂更生动了，理解也更容易了，民警
和学生都很喜欢。”廖建春如是说。

将一线经验带回到课堂的学校教师不
止廖建春一名。“去到凉山，更多的时候我
是处于学习状态的。”第三批挂职教师宋海
山如此感慨。新案件、新技术、新措施，不
断挑战着宋海山已有的认知。从听同事讲
述破案的经历，到亲身参与其中，他在自身
成长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当下的需求。“教
师最应该将眼光放在时代前沿，要能分辨
先进与落后，这样才能更好地改进教学方
式、培育时代新警、推动科技强警。”宋海山
如是说。

有了实战案例的积累，讲起课来自然有

声有色的石臣鹏在第二届全国公安院校教
学技能大比武中斩获了一等奖，这也是我们
学校的历史最好成绩。“通过书本和文字所
了解到的一线和自己亲生参与的实战一线
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不同，不仅让石臣鹏的
课堂更加贴近实战，还帮助他指导学生申请
了《严重交通安全违法机动车驾驶人调查研
究》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在“双千计划”中，每一位学校教师在积
极转变角色，主动适应基层工作的同时，也
充分利用自身的智力优势、理论创新优势和
调研咨询优势,为实战部门提供了强有力的
理论科研支持。

“‘双千计划’打通了一个学校和公安实
战部门合作的通道，是我们实战化教学模式
的强力助推器。”石臣鹏说到，“如果借此契
机，校局双方能深化合作，加强点对点的交
流，提高合作的针对性。这个计划的价值就
能打破局限更好地服务公安大局。”

三期的“双千计划”历时三载，70名挂职
教师与驻校教官以高度的职业精神与工作
热情为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发展添翼助
力。挂职教师沉下身心、锻炼自我，切实提
升了服务公安实战的能力；驻校教官主动作
为、履职尽责，充分发挥了实战能力指导优
势；校局协同，互动双赢，全面提升了公安队
伍教育训练水平。

“双千计划”的有效开展，标志着基层公
安业务部门人员与公安院校教师之间交流
模式的开启。这一计划在公安教育训练工
作中打破了过去的知识本位、能力本位观念
等方面的束缚,贯彻素质本位观念,坚持以
人为本展开公安教育训练工作。从课堂出
发，回归一线实战，全面提升了全川公安机
关的教育训练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 黄思衡）3月20日上午，学校在行政会议室召开第三期“双千计划”工作总结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及“双千计划”驻校教官和外派教师参加会议。唐雪莲主任出席会议
并为第三期“双千计划”驻校教官颁发聘书。

会议总结了学校和各市州公安机关“双千计划”教官互派工作情况，对持续发挥“双千计划”平台作用以进一步加强公安教育教学工作作了部署。校地“双千计划”教官代表
汇报了工作期间的心得体会，教学系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双千计划”工作推进和教官工作情况，并对教官们表达了感谢和继续加强合作交流的意愿。

唐雪莲主任代表学校党委向“双千计划”教官致谢并指出，“双千计划”驻校教官和外派教师充分发挥了带头示范作用，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将优良传统作风带到了锻炼学
习的岗位。唐雪莲主任希望各职能部门认真总结“双千计划”工作，仔细研究进一步加强学校与一线公安联系和沟通的机制建设，为学校改革发展和四川公安事业助力添瓦。

学校召开第三期“双千计划”工作总结会

双千计划：
公安教育与公安实战深度融合的范本

（记者 陆承 陈智豪 陈菱昊 王紫菡 李佳骏 刘雨薇 指导老师 李倩坤）

2015年3月6日，公安部一则
文件的下发，让 2000 人在 3 年的
时间里增加了一段经历，体验了
不同岗位的酸甜苦辣。根据公安
部《关于实施全国公安院校与公
安业务部门人员互派“双千计划”
的通知》及省公安厅的部署要求，
2015 年 9 月，学校“双千计划”正
式启动。

3 年时间，有 35 名来自基层
各个单位的实战教官来到学校，
他们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带到课
堂，把一线民警用汗与血换回的
经验和教训融入学校现代公安教
育和科研。有 35 名来自学校各
个部门的骨干教师前往实战单位
汲取实战经验，发挥自身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教育
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事业。从古至今，教育
始终贯穿国人的成长。受此影
响，无论是学校派出的教师还是
来到学校挂职的公安一线民警，
都将公安教育摆在了首要位置。

公安院校与普通院校相比，实战要求更
高。特别是在招录体制改革后，公安院校中
的公安院校毕业生入警率显著提高。如何
保障警院毕业生能够在毕业后尽快适应公
安工作，能够用最短时间掌握公安工作规
律、用最快的速度成长为一名职业警察、用
最好的状态迎接公安工作的挑战，是现代公
安教育不断探索的领域。这其中，较为公认
的一个方法就是在课堂上加强案例教学、在
课程增加实践课程。在这种情形下，“双千
计划”的到来，对于公安教育而言无疑是一
次有益的实验。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基层
民警是否能在课堂上为年轻的预备警官带
来生动、有趣又富有教育意义的教学过程？

“曾经只需要让自己学会，但现在还要
竭力将自己的心得供更多学员吸收”李芳君
是雅安市法制大队一线民警是这样说的，也
道出了大多数双千教官到校后的心声。
2017年，李芳君通过“双千计划”来到学校
成教部担任培训班辅助教官后，在结合自身
优势和学生实际需求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了
一门公选课——《公安机关行政诉讼问题及
应诉技巧》。作为一名在法制岗位工作多年
的老兵，李芳君在行政诉讼上无疑有很多的
得失经验和实战案例，“对于我来讲，开设这

门课不仅可以将我的经验和一线的案例带
给学生，还可以督促我重新思索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有利于以后的执法工作。”

2016年，作为第二批双千教官到校开展
工作的达州市公安局刑事技术中心曾蓉城
通过讲座的形式与学生们深入探讨了一线
案例，同时，还将实践上升为理论，参与到刑
技系文检教研室教学教材《文件物证勘验与
鉴定教程》第三章笔迹鉴定的编写工作中。

“公安业务能力提高需要制度建设和技
术发展相结合。”来自于夹江县刑警大队石
峰在一线工作中尤其关注信息的收集和技
术能力的提升。在石峰看来，技术是把“双
刃剑”，“信息技术发展助力了民警侦破案
件，却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兴作案方式。”
通过此次“双千”，石峰对学校的发展方式和
人才培养方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特别
提出，时代新警要具备一定的交际能力，以
便在各个领域获取必要信息。

信息时代，社交媒体的重要性日渐显
现。长期在政工战线工作，让杜斌对宣传工
作格外重视。通过“双千计划”到学校成教
部挂职后杜斌意识到，战训风采的展示不应
只局限于内部的文件、战训队员间的口耳相
传，还应该运用社交媒体在更广大的时空中

全面展示战训队员敢打必胜、勇争一流的风
采，对外树立四川警察学院战训基地的良好
形象，对内服务广大战训队员和管理干部、
驻训教官。于是，在杜斌的协助下四川警察
学院战训基地官方微信、微博平台应势上
线，成为了学校“战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双千计划”搭建了学校教师与一线民
警互流互通的平台，却也存在着时间短、针
对性不强的问题，不少“双千”教官都表示，
倘若能有更为充足的时间、更具有针对性的
岗位，他们一定能作出更多贡献。

他们中的一个很快就付诸了行动。他
叫连川，曾是第一批驻校工作的“双千”教
官，在结束“双千”工作后不久，就又以选调
的方式回到学校，从事警察战术相关课程的
教学工作。连川向记者表示，“理论教学道
路的延伸永远需要靠实践不断矫正、不断完
善。老师应多去基层看看，关注社会发展，
把握时代需求。理论结合实践则是永恒的
正确方向，唯有亲身了解与体验过，才能拥
有更加全面的知识，才能真正深入浅出。”

“应积极建设校局互动、资源共享的桥
梁。警务教育改革就是一个发展实例。”连
川总结道。

一线民警走进来 实干担当成效更实

一线教师走出去 深耕一线感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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