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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兴疆背景下新疆公安优化护游路径探索与实践

刘雨菲　司胜博

新疆警察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新疆旅游业迅速增长，成为经济支柱，但同时也给公安护游带来挑战。新疆公安的护游机制有效，确保了旅游安

全和秩序。不过，仍存在地理环境复杂、旺季警力紧张、涉旅案件复杂和多民族文化执法等挑战。建议加强科技应用，如

智能安防系统和大数据平台；优化警力配置，建立动态调配和跨区域协作机制；提升涉旅案件处理能力，组建专业侦查队

伍并加强多部门协作；强化执法培训，制定培训课程体系和操作指南，以促进新疆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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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凭借其独特地理位置和丰富旅游资源，成为热

门旅游地。近年来，新疆积极实施“文化润疆”和“旅游兴

疆”战略，旅游业迅猛发展。8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听

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

报时强调，要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加大新疆旅游

开放力度，鼓励国内外游客到新疆旅游。旅游业成为新疆经

济发展的关键支柱，但快速发展也给公安工作带来挑战，特

别是在保障旅游安全方面。新疆公安机关需优化护游路径，

提升效率和质量，加强协作，利用科技手段提高预警和应对

能力，提升民警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以适应多民族、多文

化执法环境。新疆公安护游工作在“旅游兴疆”战略中至关

重要，将为新疆旅游业繁荣稳定提供保障，推动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

1. 旅游兴疆背景下新疆旅游业发展概况

1.1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

2020 年全疆文化和旅游项目总投资达 288.74 亿元，

2021 年续建和新建项目 127 个，投资约 96.97 亿元。各地州

和景区积极改善设施和服务，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得到加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同时，新疆推动旅游兴

疆战略，破除交通瓶颈，建立立体交通网络。乌鲁木齐地窝

堡国际机场等机场扩容升级，航线加密，连接国内外主要客

源区；旅游专列如“新东方快车”“喀什号”兴起，提供综

合服务；高速公路里程增加，路况改善，乡村旅游公路深入

村落，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此外，住宿设施升级，星级酒店

和国际品牌酒店在旅游热点城市建立，特色餐饮街区和卫生

设施改善，游客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

1.2 精品建设工程成效显著

当前，新疆正努力提升旅游景区品质，新增 3 家 5A 级

和 12 家 4A 级景区，创建 3 个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设

立 6 个全国旅游乡村重点村、镇。可可托海滑雪场升级为

5S 级，阿勒泰市获冰雪旅游度假区称号。新疆发布 40 家自

治区级红色旅游景区，命名 12 家葡萄酒庄为休闲旅游特色

精品，推出 15 条葡萄酒文化旅游线路。以可可托海文旅小

镇为例，紧邻国家地质公园，以“矿脉文旅”为特色，改造

废弃矿坑为地质博物馆和工业遗址公园，成为网红打卡地。

小镇提供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引入滑雪、温泉康养项目，

四季游客不断，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再如，伊犁霍城薰衣草

主题度假区，万亩薰衣草田如紫色海洋，吸引摄影爱好者和

情侣游客。度假区内设有薰衣草博物馆、精油工坊，周边民

宿和农家乐提供香薰 SPA 和田园采摘，打造一站式浪漫休

闲度假胜地，成为新疆文化旅游新地标。

1.3 多种业态融合增添新动能 

新疆利用“互联网 + 旅游”技术，推出大数据中心、

智慧旅游平台和“一部手机游新疆”，提供全方位服务。全

区 515 家 A 级景区中，501 家支持线上预约。丰富的历史文

化资源和数字化技术，如 VR 和 AR，提升了博物馆游和古

迹遗址的体验。大型实景演艺和冰雪运动成为夜间经济和旅

游的新亮点。沙漠越野和户外运动项目如低空飞行、徒步、

骑行等，促进了户外运动旅游产业链的发展。乡村旅游依托

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如喀什杏花村和和田核桃文化主题

游，推动了乡村振兴和村民增收。康旅融合方面，新疆利用

其自然生态资源，如博州温泉和阿勒泰森林，发展了特色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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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项目，吸引候鸟式游客。新疆旅游业在旅游兴疆战略的指

导下，正朝着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前景广阔。

2. 新疆公安护游现有机制与成效

2.1 护游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

新疆公安护游工作依托于完善的组织架构，明确各级

公安机关的职责分工。从自治区公安厅到基层派出所，形成

了覆盖全面、反应迅速的护游网络。

2.1.1 省级统筹与指挥中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

设立专门旅游警务工作领导小组，由厅领导挂帅，治安、刑

侦、交警、出入境等多部门负责人为成员。该小组肩负着全

盘统筹规划护游工作的重任，依据全区旅游产业布局、季节

特点及治安形势动态，制定年度、季度甚至月度的护游战略

方针与行动计划，确保各项资源精准投放，为全区公安护游

工作锚定方向。

2.1.2 地州协调与联动平台。各地州公安局据此搭建起

对应的旅游警务协调办公室，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一

方面，紧密对接自治区公安厅指令，将顶层设计细化为契合

本地实际的实操方案；另一方面，横向联合文旅、市场监管、

应急管理等地方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共享、联合执

法以及应急处置联动平台，打破部门壁垒，凝聚护游合力。

2.1.3 基层落地与专项执行。县级及以下基层公安单位

堪称护游工作的“前沿阵地”。治安大队着重景区及周边日

常治安巡逻防控，增加见警率，震慑违法犯罪；交警大队全

力保障旅游线路交通顺畅，及时疏导交通拥堵，严查酒驾醉

驾、超速超载等违规行为；刑侦大队则聚焦涉旅刑事案件侦

破，快侦快破盗窃游客财物、诈骗旅行团费等案件，守护游

客切身利益；出入境管理部门为境外游客提供便捷签证服

务，助力国际旅游市场拓展。

2.2 新疆公安现有护游举措

新疆公安采取了多项举措来保障游客的安全和旅游秩

序。通过加强旅游区域的巡逻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

患、积极与旅游企业合作，提高游客和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等具体措施，确保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

2.2.1 景区安保“立体防控”。针对景区风险防控，热

门景区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安保体系。在人员

配备上，根据景区规模、游客流量科学部署警力，增设固定

岗哨、流动巡逻组；大型景区高峰时段日均投入警力超百人，

安保人员更是多达数百人。物防层面，加固景区围栏、门禁

设施，增设防撞墩、隔离栏，以防意外冲撞、拥挤踩踏事故。

技防领域，全方位覆盖高清监控摄像头，实时传输画面至景

区安保指挥中心；部分景区引入智能人脸识别、行为分析系

统，精准锁定可疑人员，实现预警防范智能化。

2.2.2 旅游线路“全程守护”。针对热门自驾游、旅行

团路线，交警部门采取定点执勤与流动巡查双结合模式。提

前勘察路况，排查道路安全隐患，及时修复受损路面、增设

警示标识；旅游旺季，每隔几十公里便设置交警执勤点，随

时为过往车辆提供帮助，处理交通事故；与路政、公路养护

部门协同，确保恶劣天气下道路畅通，铲雪除冰、清理落石，

全力保障游客行车安全。

2.2.3 涉旅案件“快处快办”。针对涉旅案件，新疆公

安开辟涉旅案件绿色通道，简化接处警流程。一旦接到游客

报警，指挥中心迅速调度周边警力，确保 5 分钟内抵达现场；

刑侦、治安等多警种联合，快速勘查、取证、审讯，推行限

时破案制度。对于轻微涉旅纠纷，民警现场调解，依托“枫

桥经验”，邀请景区工作人员、当地德高望重居民参与，就

地化解矛盾；复杂案件成立专案组，挂牌督办，全力追赃挽

损，提升游客满意度。

2.3 取得成效

通过上述机制和举措的实施，新疆公安在护游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旅游区域的治安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游客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为新疆旅游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

2.3.1 旅游安全形势稳步向好。近年来，新疆涉旅刑事

案件发生率呈逐年显著下降趋势，景区内治安案件也大幅降

低，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现象鲜少发生，游客人身财产安全

得到切实保障，旅游环境愈发安全、和谐、有序。

2.3.2 游客满意度大幅跃升。通过线上旅游平台反馈、

线下游客问卷调查统计，游客对新疆公安护游工作满意度高

达 90% 以上。游客普遍称赞景区见警率高、交警服务热情

周到、涉旅纠纷处理及时公正；安全感提升促使游客重游意

愿增强，口口相传之下，为新疆旅游业引来更多客源，助推

旅游口碑持续上扬。

2.3.3 旅游市场秩序良好。公安与相关部门联合执法有

效打击违法行为，市场得到净化。违规行为减少，景区商业

环境和旅游服务质量提升，为旅游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新

疆公安的护游机制有效，但需适应市场变化和游客需求，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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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优化。

3. 新疆公安护游面临的挑战

3.1 复杂地理环境带来的困难

新疆地区地广人稀，旅游景点多位于偏远地区，交通

不便，影响警力快速反应。例如，帕米尔高原的村落紧急状

况下，警车需数小时才能到达，错失处理良机。自然灾害频

发，如雪崩、泥石流、沙尘暴、地震等，对旅游安全构成威胁。

山区雪崩、泥石流等灾害可切断游客疏散通道，沙尘暴导致

交通瘫痪，地震则使救援更加困难。

3.2 旅游旺季警力不足问题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新疆热门景区游客数量激增，警

力与游客比例失衡，导致安全管理薄弱和安全隐患。旅游旺

季持续数月，民警工作强度大，影响执法服务质量。警力调

配面临挑战，旺季需增援，但协调复杂，影响本地治安。景

区功能分区复杂，警力分配难以匹配实时需求，缺乏有效的

游客流量监测和警力调度平台，进一步加剧警力调配难题。

3.3 涉旅案件的复杂性

景区和游客集散地频发盗窃案件，不法分子利用游客

疏忽，团伙作案，流窜作案，增加警方抓捕难度。盗窃者常

在车站和停车场瞄准游客特产和贵重物品，诈骗案件手法多

样，如“低价旅行团”陷阱，网络诈骗和“黑导游”现象存

在。宰客现象在餐饮、住宿和交通环节多发，损害游客权益

和旅游形象。涉旅案件跨区域特性明显，团伙作案分工明确，

幕后遥控指挥，电子证据取证困难，跨境取证面临障碍。部

分涉旅纠纷与民事欺诈界限模糊，法律适用滞后，新兴领域

监管空白，执法尺度难以把握。

3.4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执法挑战

新疆地区民族多元，文化、习俗和宗教差异为执法带

来挑战。语言沟通障碍、传统习俗与法律冲突、宗教情感保

护是主要问题。为实现执法与尊重民族文化的平衡，需加强

民警培训，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建议建立民族文化顾问机

制，制定专门执法指南；设立舆情监测小组，确保执法公正

性与文化尊重，支持旅游兴疆战略。

4. 新疆公安优化护游路径的策略

4.1 加强科技应用，提升护游效能

新疆景区通过部署智能安防系统，包括人脸识别闸机、

高清监控摄像头和智能图像识别算法，以实现全方位安全防

护。智能无人机用于监测火情和疏导人流，而新疆旅游安全

大数据平台整合多领域数据，预测游客流量和旅游风险，为

警力部署提供依据。此外，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监控网络舆情，

利用大数据建模分析周边旅馆、车辆和消费数据，以预防和

打击涉旅犯罪。

4.2 优化警力配置，应对旅游旺季

建立动态警力调配机制，利用智能调度系统和算法，根

据游客流量和警情自动生成调配方案，确保警力有效分配。

淡季时集中警力于城镇，旺季前规划增援，执勤中动态调整

警力。推行弹性勤务制度，根据景区需求灵活安排警力作息，

保障民警高效履职。加强跨区域警力协作，签订旅游警务协

作协议，建立结对帮扶和资源共享机制，设立联合指挥中心，

统一调度应对重大事件。定期组织警务交流演练，增进区域

间协作和理解。

4.3 提高涉旅案件处理能力，确保游客安全

通过布建情报员网络和与相关部门共享情报，利用大

数据和网络技术深入挖掘犯罪链条。配备先进侦查设备，邀

请专家会诊涉旅疑难案件，确保合法合规。公安与文旅部门

深化合作，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制定服务标准和安全规范。

与市场监管部门合作，打击欺诈和假冒伪劣商品销售，建立

快速调解机制。与交通运输部门合作，加强旅游客运市场监

管，优化交通秩序，确保游客安全。

4.4 强化执法培训，适应多民族文化环境 

新疆公安将民族文化与执法规范培训纳入民警年度必

修课程，包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教义的系

统讲解，以及实地体验和案例研讨。通过线上平台推送学习

内容，定期测试和竞赛来提升民警的跨文化执法能力，并将

培训成绩纳入绩效考核。同时，制定文化敏感执法操作指南，

建立执法舆情风险预警机制，并设立民族文化顾问团，以确

保执法公正与民族文化尊重相结合，促进旅游兴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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