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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珠海经济特区
勇立改革发展的潮头，一路
乘风破浪。40年来，珠海公
安如影随形，始终为特区建
设保驾护航。

40年风雨兼程，珠海公
安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秉承“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坚持
向科技要警力，不断创新
110接处警系统，研发科技
安保平台为大型活动提供安
全保障；坚持向要案勇亮剑，
创新实施“跨国联动、合成
作战、精准打击”工作策略，
屡破大案要案；坚持向流程
要效率，自主研发“出入境
便民服务智能化系统”，获
公安部肯定及广大市民一
致好评……为推动珠海在营
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上走在全国全省前列贡
献了“公安力量”，为建设新珠
海、新经济、新生活创造了更
加平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智慧新警务应用于珠海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

科技强警

智慧新警务为市民安全保驾护航

便民高效

让市民在“家门口”
享受自助办证服务

重拳出击

屡破大案要案织就严密治安大网

2003年，随着珠海成为全国率先开
放港澳个人游的城市之一，全市出入境
业务量从原来局限于探亲、商务等事由
大幅放开，整体业务量激增，头几年更是
翻倍增长。

2012年，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政秘科副科长殷银刚刚入职时便注意
到，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二楼常常
人满为患。节假日期间，前来办理业务
的市民甚至排到了大厅外。她回忆：

“2013年春节期间，办证大厅像火车站
一样。”市民办理签证只能通过人工窗口
受理，填表、提交申请材料、排号、等叫
号、到银行缴费等，一连串流程下来，需
要一个多小时。能不能通过科技手段对
各环节进行优化？经过深思熟虑，殷银
组织团队认真调研后，提出了简化申请
程序、进行系统核验等一系列改进措施，
并带领研发团队完成了叫号系统的改
造，研发出“领交证”系统；相继推出了

“一证办”，申请人只需提交本人身份证
即可办证，办证时间从以前的30分钟缩
短至现在的3分钟；研发出“自助办证一
体机”，集成多项业务功能，把以前需辗
转3个窗口耗时40分钟“尚未一定可
取”，转变为现在的5分钟“立等可取”。

此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继
续在便民服务上狠下功夫：2013年，自
主研发“出入境便民服务智能化系统”，
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得到公安部、省公安厅的充分肯定，以及
广大市民、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该系统
先后在全省公安机关“粤警创新”大赛和
全国首届公安改革创新大赛中获金奖，
并成功在全国推广；2016年，研发出自
助发证机；2017 年，预约系统上线；
2018年，推出自助查询机、自助拍照机
等；2018年12月20日，全省首个整合
多项服务功能的智慧办证大厅在珠海开
始营业。从此，出入境办证服务形成了
闭环流程，从预约、引导到受理的整个流
程可以实现全自助办理。今年，珠海公
安更是成功跟“粤省事”对接，上线了用
手机自拍证件照的功能。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
进，出入境办证群体及办证需求也在不
断增大。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的业
务受理范围也从珠海户籍居民扩大到持
有珠海市居住证的居民。从前，全市只
有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一个办理

点，出入境管理部门只能通过不断下沉警
力，增加派出所办理点来满足办证需要。
如今，自助办证厅已在全市“遍地开花”，
截至去年，全市已开设19个24小时自助
办证厅，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
利、高效的办证服务。

出入境办证服务只是珠海公安便民
服务的一个“代表作”。2017年以来，珠海
公安创新应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
优化公安服务模式，探索构建集约化、一
体化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模式，除了出入境
之外，户政、车管等公安服务窗口也基本
实现了“一证化”。与此同时，在持续推进

“放管服”改革中，珠海公安取消公安行政
审批事项36项，废止规范性文件140余
件；取消要求群众提供的证明74种，减少
办事环节 161 个，分别精简了 62.7%和
51.9%；推出了“马上就办，办就办好”52项
事项清单，将法定办结时限为3个工作日
以内的事项压缩为一次受理，当场或一个
工作日内办结；推出了以“三心”（真心、省
心、齐心）服务为核心的系列便民利民服
务举措，实现了21个项目“一证通办”、58
个项目“全城通办”、12个项目“零跑腿”。

征途如虹，岁月如歌。回顾40年风
雨兼程，珠海公安不断创新警务模式，除
了上述三个方面外，全国首个旅馆业治安
管理信息系统、全国首个患病吸毒人员戒
毒康复中心均诞生在珠海；珠海还在全国
率先开创审讯室视频监控先河，率先突破
律师“会见难”坚冰，首创了人民调解与行
政调解无缝对接的“珠海模式”，为全省、
全国积累了宝贵的参考经验。

尤其是近年来，珠海公安锐意创新，
笃行致远，又在全国首创推出了“平安指
数”机制，以“平安指数”引领平安建设；在
全国首创建立了“志愿警察”队伍，以“无
穷民力”解“有限警力”之困；创新推进珠
澳警务合作，在横琴新区率先推动实施澳
门车辆和人员便利地进出横琴等便利化
政策，以实际行动践行“澳门所需、珠海所
能”，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新时代
珠海“二次创业”加快发展营造了更加安
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40年风雨兼程，特区在发展，社会形
势在变化，珠海公安“人民公安为人民”的
初心使命始终未变。新时代、新征程，珠
海公安将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继续为把
珠海建设成为全省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
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砥砺奋进。

上世纪90年代，犯罪分子流窜作案
增多，民警的“人海战术”已略显乏力。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珠海公安果断追求
新变革。在警力无法大幅增加的情况
下，珠海公安借力创新，依靠科技手段和
改变警务模式，向科技要警力。

1993年，珠海公安借鉴国内外先进
经验，设立110报警电话，实行单机接
警，构建了我市110报警平台的雏形。
1996年12月，珠海公安正式在城区开通
110报警服务台。1998年1月，斗门县
开通了110报警服务台，完善了覆盖全
市的110报警服务网络。在此基础上，
珠海公安推行“集中接处警、一级指挥与
二级指挥混合”的指挥模式，全面增强了
快速反应能力，提高了抓现行破案率。

虽然110报警服务台已经开通，但
新的问题又很快摆在珠海公安面前。起
初的110报警服务台，只有单人单机模
式。接警员接听报警电话后，需要手写
记录下警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等信
息，再给派出所打电话通知出警，这大大
降低了接处警的速度。

珠海公安不断创新，如今已经开发
了第四代110接处警系统，实现了可视
化、智能化的调度指挥。2015年，珠海公
安开通了110微信报警，进一步拓宽了报
警渠道，如今已实现电话、短信、微信、视
频、技防、互联网等多种报警接入形式，满
足了不同群众在各种场景下的报警需求。

与此同时，珠海公安开发应用了接
处警APP，将报警信息和警情指令“点对
点”推送到处警民警警务通，并开通了出
警导航、查看处警指引、拨打报警电话、现
场信息采集等功能，实现签收警情、反馈
情况一键式操作，应用更实用便捷，服务
更细致贴心。

从2017年起，珠海公安先行先试，
首创110接处警全流程定量考核，从出
警及时率和提升率、勤务报备、警情定性
及三次反馈、群众满意度、抓获现行违法
犯罪人员成效、举报投诉等方面制定考
核指标，并全流程查找问题短板，将接处
警考核作为各单位综合绩效考核的重要
指标，实行每月一通报。

考核有效激发了全局各接处警单位
的积极性，各分局形成了良性竞争局面，
陆续推出了30秒上警车出警、8分钟未
到现场提醒、每日超时处置警情通报、可
视化动态监督倒逼言行规范等创新举措。

2019年，全市警情出警平均到场时
长为 5 分 39 秒，同比 2018 年提速
28.48%。通过快速接处警，当场抓获持
刀伤人、入室盗窃、寻衅滋事、强奸等现
行案件嫌疑人950人，全市违法犯罪警
情同比下降17.22%，110接处警满意率
达到99.81%，有效提升了群众的安全
感。2020年上半年，全市警情出警平均
到场时长为5分30秒，同比去年上半年
（5 分 45 秒）提速4.35%，通过快速接处

警，直接抓获嫌疑人188人。全市违法犯
罪警情同比下降20.04%，110接处警回
访满意率达到99.76%，有效提升了群众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而智慧新警务战略也体现在我市社
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大型活动云集的珠
海，离不开严密的安保。针对大型活动安
保工作，珠海公安研发了大型活动安保合
成作战指挥平台（科技安保平台）。该平
台融合了警用地理信息、视频监控、800
兆数字集群、视频卡口、移动警务、微信、
二维码、证件识别、人像识别等多种技术
手段，实现了大型安保活动中信息获取实
时化、指挥调度可视化、交通指挥智能化，
彻底改变过去现场数据靠估计，现场态势
凭经验判断的模式，用翔实的数据支撑起
了大型安保活动指挥调度工作，为群众参
加各类大型活动保驾护航。

平台启用后，首先在2014年第十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发挥了突出
的作用。期间，该平台6天时间内核验人
员42万余人，比中处置重点人员1214
人。经现场核实，抓获网上追逃人员、吸
毒人员各3名，发现冒用他人证件人员
151名，收缴假证35张，有效地过滤了危
险人群，并对潜在的高危人群起到了有力
的震慑作用，确保了航展现场的绝对安
全。平台指挥停放车辆13.6万余辆，辅助
交警实时调整交通组织方案，实现了展区
交通基本顺畅的目标。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快速腾
飞，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逐渐显现，这一
时期的珠海公安面临着打击违法犯罪的
大考。从1983年起，在为期三年的严打
整治斗争期间，珠海公安充分发挥打击
犯罪主力军的作用，破大案、挖团伙、打
流窜、追逃犯、治混乱、抓防范，开展了一
系列严打战役。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步
伐进一步提速。我市刑事和治安案件大
幅飙升，侵财犯罪和流窜犯罪突出，大案
要案多发，给公安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课
题。1994年加入珠海公安的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陈庆生，自1997年
开始从事刑侦工作，正好经历了这一时
期，20多年前艰苦的办案场景，对陈庆生
来说依然历历在目。他向记者回忆，当时
没有电脑，民警做笔录全靠手中一支笔，
一写就是数十页；当年没有视频监控，侦
查手段单一，走访摸排全靠两条腿走遍大
街小巷；当时交通不便，有时需要远赴新
疆、东北，得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舟车劳
顿后又要马上投入案件侦办工作；当时没
有技术支撑，案件侦查、嫌疑人抓捕时需
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面临诸多挑

战，珠海公安干警不畏艰险，一路摸爬滚
打，顺应民心，在大规模的严打整治斗争
中，为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进入21世纪，群众的法治意识普遍
提升，多项科技前沿技术被运用在公安
工作中。早在2007年，珠海公安就创新
研发了被誉为“警用百度”的SIS系统，
该系统先后被全国200多个地市公安机
关引进并广泛应用于侦查破案工作中，
再加上珠海公安长期以来对各类犯罪的
持续严打，全市近十年来的犯罪率呈现
大幅下降的趋势。同时，随着智慧新警
务等技术手段逐渐被应用于案件侦破
中，近五年来，珠海公安打击力度和效能
进一步加大，实现命案全破。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与发展，依
托网络的新型违法犯罪不断涌现。尤其
是电信诈骗犯罪成本低，打击难度大，近
年来，电信诈骗案件立案数占全市总立
案数的40%左右。根据广东省公安厅
的部署，珠海公安审时度势，将打击刑事
犯罪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电信诈骗和“破
小案”上来，挂牌运作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中心，推动跨国跨境案件
办理与公安部扁平化对接机制落地实

施，创新实施“跨国联动、合成作战、精准
打击”工作策略，创新实施全链条精确打
击电信诈骗犯罪新机制，实现了对各类违
法犯罪尤其是跨境、跨区域违法犯罪的深
度研判与精确打击，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017年4月18日，珠海公安在公安
部、省公安厅的领导和支持下，实施境内
境外同步行动，在菲律宾和我国的广东、
广西、云南、内蒙古、福建等地对“4·18”
特大跨国网络赌博案展开收网行动，抓获
犯罪嫌疑人117人，其中在国内抓获61
人，在菲律宾抓获56人，查获涉案财物总
价值约1.45亿元人民币。该案不仅是国
内公安机关首次通过境内外同步收网行
动打击跨国网络赌博犯罪的成功案例，也
是国家防控治理跨境网络赌博活动协调
机制启动后的第一个战果，为全国打击同
类犯罪开创了先河、探索了机制、提供了
经验，得到了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的高
度肯定。

此后，珠海公安又成功侦破公安部督
办的“1·16”特大跨国网络赌博案件，再
次以“地方队”发挥了“省队”“国家队”作
用，为珠海市乃至广东省赢得了荣誉。

2018 年 12 月
20 日，全省首个整
合多项服务功能的
智慧办证大厅在珠
海开始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