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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规划一致、部署一致。结合城市治安治理信息一体

化 平 台 的 搭 建 ， 要 与 时 俱 进 ， 及 时 发 现 问 题 并 解 决 问

题，拓宽获取信息的途径，提高自身业务能力，与其他

警力协同作战。

其次，落实政法部门间的监督机制。在发挥检察院

监督职能的同时，各部门应加强自我监督，严厉打击违

法乱纪行为。[10]

最后，要重视信息资源整合。组织各部门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合作，确保各部门间信

息的及时传递和交流，对内部信息资源和外部信息资源

进行有效整合，实现共享和互相传递。前者由公安机关

在开展工作过程中自己掌握和监控，对所掌握的信息资

源及时进行组合优化，实现合理配置，提高应用效能。

而后者是相对于前者而言的，也可称为社会信息资源整

合，主要涉及人员类信息、地点类信息、物品类信息和

机构（组织）类信息。

4、动员社会公众力量多元参与治理

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城市治安治理，有利于优化

治理水平，提升治理效率。但目前来说，阿克苏地区公

众参与城市治安治理活动的渠道狭窄。针对这一问题，

政府应当拓宽参加渠道，让社会公众的力量多方面、多

途径地参与进来。就现阶段而言，阿克苏地区的警民交

流机制还存在诸多不足。人民群众作为城市治安治理最

小的构成元素，更是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政府和有关部

门应当作为领导核心，通过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提

高公众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和意识，让他们自觉地参与到

社会治安治理中来，成为城市治安治理工作中最广泛、

最直接的参与者。基于此，可以在基层社区的派出所搭

建警民交流机制，在社区中建立警民联系，打通社区和

警局联系，提高信息收集的效率和质量，从而发挥这一

机制在管理社区治安方面的作用，实现城市治安治理的

信息化和高效化。

除上述措施外，还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和各类通信

软件，运用好信息技术手段和常见的通信工具，建立信

息共享系统，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热情和积极

性，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除上述力量外，还应当将

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重要补充。社会组织能够发挥一定的

管理功能，不断完善发展社会组织的这一功能，对城市

治安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　语

大数据时代为我国城市治安治理提供了挑战的同时

也提供了机遇。在大数据这一时代背景下，城市治安治

理必须以建设智慧城市为目标，树立正确的大数据运用

理念，深入数据挖掘和研究工作，以此构建城市治安治

理体系一体化信息平台，提升采集、整合和利用信息数

据的能力，提高城市治安治理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

阿克苏地区在治理过程中必须考虑自身实际情况，不能

完全依赖于大数据这一时代背景，尤其在当前社会转型

这一特殊时期，更要对其留有余地，慎重考虑其可靠性

和智能性，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

组织的力量，形成多元化的城市治安治理主体，打造智

慧城市建设新模式，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实现良好有

序的城市治安治理新局面，建设平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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