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派出所实践报告(优秀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
质的报告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法学派出所实践报告篇一

在2020年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显示，常州市以436万的人口创
造出5000亿gdp排名全国34名，人均gdp在江苏仅次于苏州、
无锡和南京，可排入全国前二十。

卓越的经济成绩来自背后庞大的外来人口在进行的支撑和推
动。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之下，人口的流动意味着经济的活跃，经
济的活跃又吸引更多的人口，形成经济上的“虹吸”效应。

但是，就现实情况而言人口和经济的洪流或许太大了，被挤
压的是不堪重负的本地基础设施，被抢占的是人均资源里属
于本土居民的一环。在有限的生存资源无法满足几乎无限的
欲望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我无奈地发现，中国人安家置业最重视的问题之一——教育
问题，成为双方争夺最激烈的战场。

常州市公安系统与教育系统为了平衡本地百姓和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的入学生源问题，由常州市市委市政府出台有关的政
策，要求公安尤其基层派出所的户籍部门，审核暂住居民其
适龄入学儿童是否在此地连续居住满三年以上，符合条件，
即使户口不在当地也可办理借读，就近入学，否则不具备在



本地上学资格。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规定是符合有些残酷的现状:常州的中小
学扩招速度跟不上增加的需求。合理合情的规定实践之中的
效果却令人摇头:首先外来务工人员首先必须为自己子女办理
暂住证;办理暂住证的孩子们必须在固定地点即暂住证一致地
点固定居留三年及以上，才能拥有入学资格。

于是，在三井派出所的户籍办证大厅工作日的每一天都停留
着一批又一批申请入学资格的家长，其中失望无奈，心酸不
解，乃至发火撒泼，威逼利诱工作人员的实在不在少数。在
这样的情况下，警员不可能违背组织规定为打开方便之门，
一线工作人员就成了群众怒火和上峰训令之间的老鼠，在风
箱之中两头受气。

最后，孩子们始终入不了学，只能到千里之外的老家去上学
的情况固然令人不忍，但如果他们入学已成，在本地教育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外地孩子就置换了一个本地名额，外
地孩子还有老家可回，本地孩子还能回哪里的老家呢?当这样
的社会大势已然发生，所有的孩子都成了概念上或许“不能
入学的学生”。

法学派出所实践报告篇二

我在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三井派出所实习。

作为“苏南”模式的主要代表之一，常州市的经济就全国而
言较为发达，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前瞻性较强，社情有代
表性，警情集中突出。同时新北区作为常州市唯一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生产总值迈上千亿台阶之时，大大
活跃的地区经济和大大增速的人口流动也一样意味着不断出
现的新社会问题，闻所未闻的新法律难点，这些问题意味着
一次又一次对法律人的挑战。



三井派出所辖区内不仅有常州市市委市政府、地税、国税、
海关、公安等行政中心部门和万达等商圈，繁华熙攘，令人
惊叹。与此同时，这里也有经常举办运动、文体等大规模社
会活动的常州市会展中心，常州市奥体中心，常州市游泳馆
和常州市大剧院这类安保重点单位。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
该区也同时带来了楼道逼仄的老旧小区，孤苦伶仃的老人，
无人照料的孩子等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社情警情立体复杂，
接处警难度大，社会敏感度高，对警员素质，警队管理，警
官领导能力都提出了极大的要求考验。

在这个人口接近某些中部省份一个行政县的派出所辖区以内，
我在实习期间感受到的，是绝无掺假，令人感同身受的世情
百态。

法学派出所实践报告篇三

“有困难找警察”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口号，这六个字的分
量沉甸甸的压在公安系统每一个人的肩膀上，让老百姓像吃
了定心丸一样心安，社会稳定一次又一次因此而维系。可是
社会面临转型的今天，同样的担子或许已经超越公安系统的
制度设计其拥有的能力。

现实的情况是，公安系统早已丧失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
开放初期“老大哥”和“太平洋警察”的体制地位，警务条
例已经明确地划分出职权范围。

在依法治国的理论指导之下，公安系统只能是政法干线一个
齿轮，执法部门的一颗螺丝钉，必须要有他的权限，这是大
势所趋和时代潮流，是不可逆的。

转型期已然到来，在制度安排上，并不是所有困难都能在警
察的权限以内得以处理。而在现实情况下，当有限的警务职
权需要回应群众在新时代对于“有困难找警察”无限的需求
和期待时，警力入不敷出，警务公信下降，警民冲突频发几



乎可以说是一种令人扼腕的必然。

在三井派出所，我协助出警之时，亲眼看到一个水管工强迫
着接警民警用公安的名义给拖欠他工资的老板打电话，企图
借警察的名义给其老板施压，从而拿到欠款。接警民警无奈
但是坚决地告诉他，警务条例规定人民警察不能参与经济纠
纷，可以协调其进行人民调解，但没有强迫其还钱的职权，
建议去法院起诉。

水管工怎么能理解在法律上如此规制是防止警察滥用警察权
的深思熟虑。他只看到，一个警察拒绝了他最微不足道的需
求。

在他最基本的思维逻辑之中，水管工只知道“有困难找警
察”，他当即用各种粗鄙的词汇表达了他的不满，以致于污
蔑诽谤，人身攻击。

又有一例:根据有关的警务条例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看，
商品和一种作为商品的服务是否与消费给付的货币价值相符，
消费者有没有权利让商家退款，根本不是警察的职权，而是
消协和工商的权利。但是，这类警情屡屡出现，到场的警察
如果不管，而只是依据法理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建议你们
与工商部门沟通解决这个问题，警察马上会被投诉。

我遇到过因为一家美发店剪的头发不好而想让其退款赔偿的，
女生掩面哭泣，说空气刘海做的太丑了只能退款、不然没法
见人之类的，接警的警官和我一样，对这类消费服务是否满
足其标准，即这个空气刘海是否是满足空气刘海的标准而成
为一个无瑕疵的服务，完全没办法判断。只能协调消协工商
来解决，而实际上，这个警情完全不应该由警察处理。

以前在课堂里以为对于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最
基本的原则，对于法律人来说，程序正义是高于实体正义的。
可是在实务中才看到，一切的一切有例外。



法学派出所实践报告篇四

“有困难找警察”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口号，这六个字的分
量沉甸甸的压在公安系统每一个人的肩膀上，让老百姓像吃
了定心丸一样心安，社会稳定一次又一次因此而维系。可是
社会面临转型的今天，同样的担子或许已经超越公安系统的
制度设计其拥有的能力。

现实的情况是，公安系统早已丧失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
开放初期“老大哥”和“太平洋警察”的体制地位，警务条
例已经明确地划分出职权范围。

在依法治国的理论指导之下，公安系统只能是政法干线一个
齿轮，执法部门的一颗螺丝钉，必须要有他的权限，这是大
势所趋和时代潮流，是不可逆的。

转型期已然到来，在制度安排上，并不是所有困难都能在警
察的权限以内得以处理。而在现实情况下，当有限的警务职
权需要回应群众在新时代对于“有困难找警察”无限的需求
和期待时，警力入不敷出，警务公信下降，警民冲突频发几
乎可以说是一种令人扼腕的必然。

在三井派出所，我协助出警之时，亲眼看到一个水管工强迫
着接警民警用公安的名义给拖欠他工资的老板打电话，企图
借警察的名义给其老板施压，从而拿到欠款。接警民警无奈
但是坚决地告诉他，警务条例规定人民警察不能参与经济纠
纷，可以协调其进行人民调解，但没有强迫其还钱的职权，
建议去法院起诉。

水管工怎么能理解在法律上如此规制是防止警察滥用警察权
的深思熟虑。他只看到，一个警察拒绝了他最微不足道的需
求。

在他最基本的思维逻辑之中，水管工只知道“有困难找警



察”，他当即用各种粗鄙的词汇表达了他的不满，以致于污
蔑诽谤，人身攻击。

又有一例:根据有关的警务条例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看，
商品和一种作为商品的服务是否与消费给付的货币价值相符，
消费者有没有权利让商家退款，根本不是警察的职权，而是
消协和工商的权利。但是，这类警情屡屡出现，到场的警察
如果不管，而只是依据法理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建议你们
与工商部门沟通解决这个问题，警察马上会被投诉。

我遇到过因为一家美发店剪的头发不好而想让其退款赔偿的，
女生掩面哭泣，说空气刘海做的太丑了只能退款、不然没法
见人之类的，接警的警官和我一样，对这类消费服务是否满
足其标准，即这个空气刘海是否是满足空气刘海的标准而成
为一个无瑕疵的服务，完全没办法判断。只能协调消协工商
来解决，而实际上，这个警情完全不应该由警察处理。

以前在课堂里以为对于公权力来说 “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最
基本的原则，对于法律人来说，程序正义是高于实体正义的。
可是在实务中才看到，一切的一切有例外。

法学派出所实践报告篇五

在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三井派出所实习期间，我主
要进行警务辅助工作。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帮助办证大厅的警务人员进行辖区人口身份信息录入;

2.暂住证的协助办理和发放;

3.辖区内适龄儿童入学证明的审核、录入、备案;



4.死亡证明、加入汽油证明的办理、登记;

5.报警电话的接应、处置、登机、上报;

6.随车出警，使用接警记录仪拍摄接警视频;

7.接警视频的登机、处置、上交;

9.前台接待、上情下达、报警电话的联络沟通;

10.口头报警的记录;

11.上门走访、入户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