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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背景下西南边境地区反恐防范新模式实

践探索 

——以广西边境地区为例 
李  蓉 

（广西警察学院  广西宾阳  530028） 

【摘  要】在国际疫情仍肆意蔓延的形势下，我国虽然疫情控制平稳，但边境地区外防输入压力依然很大，西南边境

地区反恐防范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和挑战。疫情防控背景下，边境管控中的传统问题依然存在，新的问

题也在不断出现，使管控难度加大，境内外恐怖势力借助疫情防控之机趁机潜入潜出的风险加大。在警力

有限的情况下，边境地区党政机关必须转变观念，进一步强化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的联防联控机制，

创新边境管控思政方法，明确各方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严格落实多层级防控措施，完善升级边境物理隔

离设施，充分激发民力，防范疫情期间非法出入境等边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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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疫情仍呈蔓延趋势，部分国家疫情呈爆发式

增长，全球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虽然我国疫情平稳，

但周边国家尤其与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相邻的印度、越南疫

情较为严重，边境地区防范疫情输入的任务仍然非常繁

重。广西边境地区同时沿边、沿海、沿江，地理位置极为

特殊，边境线长，陆地边境线1050公里，海岸线1595公里，

与越南山水相连，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边民构成复杂，边

境管控形势复杂。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边境地区管控工作，统筹推进

“外防输入”疫情防控和“防回流、防渗透”反恐工作，

有效阻止疫情通过我边境地区向内地传播的途径和境外

恐怖分子潜进潜出从事恐怖活动的通道，维护边境地域安

全和稳定，是广西边境地区公安机关面临的现实问题。 

1  疫情防控背景下边境安全面临的新形势 

1.1  边境地理特殊，管边控边基础设置薄弱 

中越陆地边境边界线长，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田园

相望，无天然屏障，非法出入境极其容易，非法通道多，

部分非法、争议便道未建设任何拦阻设施。近年来，国家

虽然已大力资助建设了部分边境拦阻设施，边境“有边无

防”的状况有所缓解，边境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

展和完善。但由于物防、技防投入不足，无法做到全线覆

盖，给潜入潜出等跨境犯罪带来便利，加大了管控难度。

疫情防控期间，随着对重点方向附近便道的管控强化，非

法入境时间、地点不断变化，甚至有部分边民引带“三非”

外国人花费几个小时翻山越岭入境。 
1.2  非法入境受打击处罚力度低，边民在利益驱

使下协助引带，运送入境 

根据我国的法律，对查获的“三非”外国人能采取行

政拘留和罚款，但往往“三非”外国人身上只携带少量现

金，公安机关基本都是处行政拘留，处罚较轻，起不到震

慑作用。随着管控边度的加大，协助非法入境的酬劳水涨

船高，本地的边民，由于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淡薄，因利

益的驱使，利用自身熟悉边境的有利条件绕关避卡，组织

外国人非法出入境。边民在本地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也

不愿参与日常艰苦的劳作，宁愿参与这些违法活动谋生，

由于受到处罚的力度不高，导致其处罚后继续从事此类活

动。边民由于自身所属的特殊位置参与组织运送他人偷越

边境，隐秘性更强，边民之间互相包庇，增加了打击难度。 
1.3  联防联控机制运行存在制约因素 

一是疫情常态化联防联控机制弱化。据调研，当前除

边境管理部门依然坚守疫情防控排头阵外，其他职能部门

参与常态化疫情防控积极性不高，部分存在思想松懈的现

象，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防联控机制发挥效果不明

显。二是后勤保障助力疫情防控不足。一线部分卡点执勤

棚长期日晒雨淋得不到更换，无法保障夏季雨季执勤，经

常出现暴雨执勤棚损毁，部分执勤卡点人员直接撤离，极

易造成疫情防控漏洞。此外一些执勤点还面临泥石流、山

体滑坡、雷电和蛇虫叮咬等危险。三是补助发放不及时负

责影响大。经了解，不同边境乡镇对在保障一线执勤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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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勤群众补助标准不一，有的乡镇甚至长期拖欠执勤群众

的执勤补助，执勤人员怨言较大，导致其出现消极情绪，

辞职意愿强烈。四是防控队伍廉政风险隐患较高。长时间

的封控，对走私、偷渡等涉边类违法犯罪形成高压打击态

势，遏止了偷渡、走私等高发势头。但近期以来，辖区走

私活动有所抬头，少数执勤人员经不住诱惑可能被走私分

子腐蚀，成为走私分子的“望风点”，执勤人员廉政风险也

值得我们关注。 
1.4  非法出入境违法行为依然严峻 

当前由于疫情管控，偷渡产业利润水涨船高，偷渡方

式更加灵活多样，采用蚂蚁搬家、零星引带、翻山越岭，

规避主干道和卡点检查等，组织、运送者反侦查意识较强，

打击难度加大。特别是国内收紧中国人因私出境政策，一

些欲往境外从事电诈、赌博等非法活动人员，可能利用边

境便道偷渡出境，但在拦截该类人员时，由于对欲偷渡出

境证据固定不足，大多采取劝返，打击效果不理想。 
1.5  走私活动明显反弹 

2021 年以来，广西边境地区查获的各类无合法手续

货物案件均比同期增多，主要包括水果类、农产品、药材、

香烟、冻品等，大多采取“蚂蚁搬家”、化整为零的方式，

绕关避卡运输到境内中转点到伺机转运，走私“看路仔”

紧盯执法部门为走私分子通风报信，增加打击难度。 

2  疫情防控背景下边境地区反恐防范新模式实践 

为做好边境地区“防回流、防渗透”工作，防范境外

恐怖分子潜入我国境内从事恐怖破坏活动，广西边境地区

公安机关结合疫情防控工作部署，集中力量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边境

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2.1  优化警力布防，协同治理，突出重点 

紧盯边境管控形势变化，坚持警力前置、抵边封控，

按照“就近用警、属地配备群防力量”要求，优化整合警

力资源，及时调整边境封控执勤模式，用好用足各地增援

警力和地方支援力量，依托抵边警务室和固临执勤卡点，

开展固定值守和巡逻查缉，进一步提升对边境一线偷越国

（边）境、走私等跨境违法犯罪活动的快速发现、精准打

击和协同治理能力，最大限度发挥边境管理效能。 
2.2  织密防控网络，注重闭环管理、二线查堵成

效 

充分结合当前边境管控面临形势以及辖区特点规律，

科学分析二线管控漏洞，主动靠前谋划，科学合理布防，

坚持“以点带面、固临结合”，形成以二线边境检查站为

“指挥所”，执勤现场为“固定点”，流动查缉点为“前哨

站”的层级管控模式，进一步优化二线打防管控网络。开

展固定与流动查缉相结合的查缉模式，坚持对便道、小道

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防控，灵活机动派出流动查缉分队开

展巡逻、设伏、堵卡，加大查缉堵截力度，牢牢扼住咽喉

要道。 
2.3  突出专案打击，做到拔钉断网、斩链去壤 

紧紧围绕“打团伙、打蛇头、斩通道、断链条”工作

目标，直面边境辖区顽疾固症，全链条激活打击跨境违法

犯罪的战斗要素，根据线索摸排和案件情况，抽调精干警

力及时组建专案组开展专案打击，充分利用现有大数据平

台开展综合研判，加强已破、在侦、查获案件复盘研判和

串并分析，在打幕后、破团伙、斩链条方面成效显著。 
2.4  争取多方支持，联防联控、合力管控护边 

牢固树立边境管控“合作共赢”意识和“一盘棋”思

想，全力配合和推动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机制建设和

落地，坚持“属地管理、分级实施，分段负责、分片包干”

原则，继续落实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管边控边机制，在党

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管边控边机制的框架内，发挥主责主业

的作用，采取抵边封控、巡逻管控、设卡拦截、专案经营

等措施，封全封死边境线，严防中国公民赴柬埔寨、缅甸、

泰国、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进行赌博、电信网络诈

骗的嫌疑人回流，将疫情风险带回国内，严防越南三非人

员非法出入，增加疫情防控风险。 
2.5  强化科技引领，提升管控实效 

在筑牢边境多道防线的同时，充分运用科技手段管边

控边，全面整合政法部门“雪亮工程”、公安机关“天网”

和其它视频监控资源，在边境沿线各二级路等重点路段加

装移动布控设备和预警监控探头，成立视频巡查小组，全

天候开展视频巡查。同时根据任务特点，适时运用无人机

开展空中侦察，及时将违法犯罪信息推送至临近封控点和

边境巡控队，实现快速反应、快速处置。 
2.6  打人民之仗，强化法律宣传宣教 

一是双语宣传突出重点。制定出台中越双语打击“三

非”相关公告内容和打击破坏边境拦阻设施宣传标语，依

法重点整治、从严处理妨害出境入境管理行为。二是加大

宣传营造氛围。为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边境地区的县城社

区、街道、边境村屯、便道、公路干道建立一批永久性宣

传牌，在边境辖区主要路口、人员密集场所通过张贴标语、

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册等传统宣传方式和创新运用微信公

众号、短视频平台、村屯“大喇叭”等新兴媒介进行广泛

宣传发动。 

3  下一步工作措施 

3.1  严格落实党政军警民主体责任、属地责任 

一是在边境全线便道设立封控点，每个封控点保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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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人员，由地方党委政府组织乡镇干部、民兵、护边员、

群众实行全天候驻点封控。二是各边境派出所在各抵边村

屯派驻足够警力组建护村队，护村队除了有民警外，还有

乡镇干部及村屯群众组成。三是在边境地区非抵边村屯、

内地乡镇等人员聚集区、重点部位、“三非”外国人集中

区域，由地方党委政府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落实

属地责任，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全民值守的网格化、

地毯式管理。四是边境一线查获非法外国人时，应由当地

卫生防疫部门派员负责点对点转运至“三非”人员临时看

管点，当地警方派员协助，降低交叉感染风险，严防污染

扩散。 
3.2  完善边境物理隔离设施监控设施建设 

尽管受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在建设拦阻设施监控设

施及管控维护上存在诸多困难，但国家对边境基础设施和

防控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大量投入，向中越双方边民释

放出我国加强边境治理管控的强烈信号，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可有效提升边境管控能力。对被破坏的拦阻设施及时修

补、管控盲点部位及时修建隔离设施、有争议的便道采取

挖断或其他措施。要把推进非法便道的封堵隔离作为切断

疫情通过非法出入境渠道传播蔓延的重点工作来抓，坚决

防止疫情期间非法出入境、走私、贩枪贩毒等跨境违法犯

罪活动影响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 
3.3  加大边境地区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奖励激励

民力 

各边境地市县委政府应结合地方抵边自然村屯党群

活动，大力开展“村村大喇叭”建设，对还未建设“大喇

叭”广播站的边境村屯加快推动建设。同时，加大指导力

度，推动各级宣传部门和广播、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在

边境地区联合开展声势浩大的边民大宣传大教育活动，建

立“联合法治宣传”制度，通过反复讲、大力宣讲，不断

提升边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边民意识和国防意识，推动形

成“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良好局面。通过法律、

疫情知识宣传，使边民懂得非法入境可能造成的疫情输入

的危害性，堵截非法入境、防范疫情输入就是保护自己的

家园，对发现、举报、制止的行为要加大奖励力度，激发

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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