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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安全稳定的影响及建议
——以甘肃省为例

　　摘　要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反复来袭，疫情风险与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风险

相互叠加，带来新的安全挑战。本文基于公安机关掌握的相关情况和业务数据，对疫情以来全

省稳定形势、社会治安状况等进行了分析研究，以期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安全稳定

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疫情防控  安全稳定 公安机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领导全国人民同心抗击疫情，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牢

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战疫”的胜利，为企业复工

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更为

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彰显了我

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成为世界

范围内的抗疫典范。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虽已进入常态化

防控阶段，但其对经济、社会、民生等领

域的影响仍在持续。甘肃省公安厅着眼宏

观形势，基于掌握的相关情况和业务数据，

对 2020 年疫情以来全省稳定形势、社会治

安状况等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做好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安全稳定工作提供参

考。

一、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一场
“综合性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

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呈现出四个特征 ：

（一）病毒变异后的传染性越来越猛

新冠病毒变异演化极快，据统计自

2019 年底至今全球已出现 1000 种以上变异

毒株，传染性越来越强，潜伏期越来越短，

尤其是过去几个月新毒株奥密克戎 BA.5 席

卷全球多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

甘肃省公安厅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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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疫情高峰。目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

布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确诊病例 6 亿，

造成 647 万人死亡，仅 2022 年已有 100 万

人死于新冠疫情。

（二）病毒生命力顽强，疫情持续时间久

针对新冠病毒的变异，目前特效药物

和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滞后，现有医疗条

件完全难以根除，世界多数国家因抗疫失

败选择“躺平”，与病毒共生共存。我国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危急时刻不

惜代价、不计成本，常态化条件下严密防控、

严阵以待，有力遏制疫情传播。但作为全

球化疫情，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否则很

难“独善其身”。目前，国内疫情仍不时在

局部爆发，呈现多点散发、多地频发、多

轮突发态势，并出现外溢扩散。

（三）传染渠道广范，防不胜防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甘

肃省始终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

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但病毒不断变异，防

控难度越来越大。甘肃省先后发生 2020 年

年初和 2021 年“10·17”、2022 年“03·06”

多轮疫情，尤其“07·08”疫情来势凶猛，

波及全省 11 个市州、36 个县市区，感染人

数远超前三轮 ；在扫尾收官重要关口，又

发生“08·06”外省输入疫情。

（四）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呈多元化

疫情不仅严重威胁生命健康，也对世界

经济、政治、安全形势产生深远影响。我

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压力，人员密集接触

行业关停、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弱势群

体就业难等问题日益凸显，社会秩序在“应

急—常态”反复转换中倍受冲击，政府治

理能力面临更加复杂、严峻、长期的挑战。

目前看，病毒何时彻底“消失”不可

预见，疫情与经济社会风险交织叠加的态

势不会改变，防控疫情和防范化解安全稳

定风险同等重要、不容松懈，必须做好打

持久战的思想和工作准备。

二、安全稳定视角下的七类次生
风险

（一）“国际政治病毒比新冠病毒更危

险”—— 美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疫遏华，

威胁意识形态安全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成为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新变量、催化剂，加重了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焦虑情绪，他们将

病毒溯源政治化，煽动所谓“挖黑幕、找

真相”，并在自身“躺平”后转而攻击诋毁

我国防疫政策。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

子跟风滋事，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涉疫谣

言，尤其国内发生武汉、上海等规模性疫

情期间，各类网上负面信息大量增多，意

识形态斗争更加激烈。受误导影响，个别

网民发布传播“大号流感”等涉疫错误观点，

渲染厌战情绪，网络正成为疫情防控的第

二战场。

（二）“凡遇灾疫必有邪教妖言惑

众”——邪教活动进入新的活跃期，捣乱

破坏活动有所抬头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给各类邪教组织反

宣滋事以可乘之机，“法轮功”大肆宣扬

“惩罚”“报应”等荒谬言论，借机扰乱社

会、唱衰中国 ；“门徒会”等邪教组织宣扬

“世界末日”等歪理邪说，打着“入教信神”

就能防治疫情的幌子频繁活动，蛊惑群众、

发展会员，农村地区比较突出。公安机关

持续加大打击力度，2021 年查处邪教案件

数为 2019 年的 2.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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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旧社会矛盾叠加共振”——

涉稳风险“触点”增多、“燃点”降低，维

护社会安定面临严峻挑战

疫情期间，群众日常需求受到限制，尤

其是独居老人难以适应“云居”生活，购

买物资存在实际困难，孕产妇和其他疾病

患者就医不便，低收入家庭面临较大经济

压力，由此引发的矛盾问题社会关注度和

媒体共情度高，易形成“舆论风暴”。疫情

和经济下行双重压力下，金融、房地产等

领域风险加速显现，批发零售、酒店餐饮、

交通旅游等行业大幅萎缩，一些中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惨淡、面临破产困境，

带来减薪裁员、拖欠工资、合同纠纷等社

会问题，间接导致部分人对政府不满情绪

上升。据掌握，今年上半年全省房地产领

域矛盾线索环比增长 233%，主要涉及楼盘

停工、房屋烂尾、延迟交付等。

（四）“公众心理正变得敏感脆弱”——

社会焦虑情绪累积上升，自杀事件和因矛

盾纠纷引发的命案增多

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部分群众收

入减少、线下教学时断时续、长期居家导

致家庭矛盾激化等因素，对一些人员造成

持续心理创伤，加之社交活动受限、排遣

释放渠道受阻，恐慌、焦虑、烦躁等负面

情绪不断累聚，有演变成普遍社会心态的

趋势，易引发轻生自杀和泄愤杀人、报复

社会等个人极端案事件。警情统计反映，

疫情以来全省自杀事件明显增多，2020 年、

2021 年自杀身亡人数分别较 2019 年增长

77.6%、61.6%，今年前 7 个月已超过 2019

年全年。全省命案发案数虽逐年下降，但

因家庭、婚恋、邻里、债务等各类矛盾纠

纷引发的命案占比持续上升，2021 年超过

90%。

（五）“疫情冲击增加了公共安全风

险”——复工赶产过程中存在忽视安全的

现象，造成事故多发

随着疫情持续蔓延，企业利润普遍下

降，有的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急

于赶进度、提产能而忽视安全，存在冒险

生产、违章操作、疲劳作业等违法违规问题。

特别是一些能源化工企业受上下游供需矛

盾、物流运输、市场疲软等多重不利因素

影响，出现原料运不进、频繁开停工和产

品积压、超量存储问题，增加了安全风险

系数。今年以来，省内矿山、化工、建筑

等领域发生多起有较大影响的安全生产事

故。每轮疫情前后，道路交通运行呈明显

“V”型走势，疫情静默期大幅下降，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后人流、车流、物流急剧增长，

交通安全管理面临较大压力。

（六）“刑事犯罪发生结构性变化”——

传统犯罪活跃度降低，职业化网络化犯罪

高位运行

疫情以来，全球多数国家犯罪率上升，

我国保持良好治安秩序，我省刑事发案连

续 6 年下降，但犯罪类型结构出现新变化 ：

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传统盗抢骗犯罪

在疫情管控期大幅减少，随后快速反弹，

呈现低基数“翘尾效应”。严格的边境管控

措施基本阻断了贩毒通道，毒品犯罪转入

“低谷期”，2021 年全省毒品案件立案数仅

为 2019 年的 26%。一些企业和个人因生产

停滞、经营亏损等不能履约，导致经济纠

纷和违法行为演化上升为犯罪，经济案件

持续攀高，成为唯一正增长的主要案件类

型。以电信诈骗为代表的网络犯罪受疫情

影响较小，发案虽略有下降，但仍在高位

运行，特别是省内参与网络犯罪人员明显

增多，2020 年、2021 年打击处理人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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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19 年的 3 倍、4 倍。

（七）“连续作战使基层队伍备受考

验”——工作压力持续加大，干部身心健

康需要高度关注

广大党员干部既肩负艰巨繁重的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也面临疫情反复带来的防

控压力，医护人员、社区干部、公安民警

等连续奋战、身心俱疲，容易出现思想波动。

以公安为例，疫情期间全省日均 2 万多警

力坚守在流调溯源、社区管控、隔离点管

控、交通检疫等抗疫一线，同时承担安保

维稳任务。疫情反复使群众对政策的包容

性减弱、对抗性增强，民警执法执勤中时

常面对群众不理解、不配合，甚至出现辱骂、

殴打等侵害执法权益的情况。全省公安民

警问卷调查显示，每周加班超过 10 小时的

占 61.8%，工作感受为“压抑”的占 34%，

经常存在失眠情况的占 28.2%。

三、做好疫情背景下安全稳定工
作的对策建议

（一）在疫情管控期要正确处理涉疫矛

盾

疫情管控期防疫压力最大，涉疫矛盾

最突出，需要加强引导、理顺情绪、强化

保障，维护良好疫情防控秩序。

1．精准管控，减少矛盾“摩擦点”

加强对基层执行疫情防控“九不准”

要求的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发现过

度管控、层层加码等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依托基层组织，做好思想引导、情绪疏导、

法制宣传等工作，及时协调解决独居老人、

孕产妇等特殊诉求，最大限度减少矛盾冲

突对抗。

2．疏堵结合，消除网上“负能量”

及时发布疫情权威信息，正面回应群众

关切、网络热点，消除焦虑恐慌情绪。统

筹宣传、公安、网信等部门力量，密切关

注网上涉疫涉甘舆情，及时发现处置渲染

厌战情绪、诋毁防疫政策等负面信息，依

法查处造谣传谣人员，严防疫情风险向政

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领域传导。

3．力量下沉，筑牢社区“防疫墙”

强化应急状态下力量统筹调配，通过机

关干部下沉、志愿服务等方式，充实基层

网格化防控力量，重点健全完善医护、社区、

公安等关键抗疫力量应急支援机制，科学

安排轮班轮岗，尽量减少疲劳作战。加强

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心理疏导、危机干预，

确保队伍思想稳定。

4．保供稳价，守护群众“菜篮子”

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强化联合执法，

依法从严查处哄抬价格、消费欺诈、假冒

伪劣等扰乱市场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良

好市场秩序。交通运输、公安交警在做好

道路交通管控的同时，全力保障防疫物资、

鲜活农产品保供车辆通行，确保供应充足、

民心安定。

（二）在复工复产期要牢牢守住安全底

线

复工复产期公共安全隐患点多面广，涉

稳风险集中释放，需要在源头治理、全程

监管、末端防控上聚焦发力，守牢安全底线。

1．严把安全生产关口

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住建、公安等

部门全面排查整治公共安全隐患，重点对

工地、矿山、危化品等行业领域加强复工

安全巡查，严防带病作业。严格审批大型

活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防发生聚集

性疫情和安全生产事故。

2．严控交通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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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公安交警等部门加强协作

配合，密切关注管控措施调整后交通流量

变化，加强人车路企安全隐患治理，做好

重点路段、时段疏堵保畅，从严查处严重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严防发生较大以上道

路交通事故。

3．严防矛盾纠纷激化

完善多元化解机制，深入排查家庭、

婚恋、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密切关注

因封控管理、停工停业导致的企业破产、

利益受损等群体思想动态，加强调处化解、

教育稳控、纾难解困，严防发生个人极端

和群体性涉稳案事件。

4．严密社会治安防控

加强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把警

力摆在街面、沉入社区，有效遏制“盗抢骗”

等街面犯罪反弹势头。公安机关及时跟进

商圈、景区、学校等复工复产计划，动态

调整警力部署，配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维护治安秩序。

（三）在常态防控期要严防发生次生危

害

这一阶段社会运行转入正轨，是加强

疫情防控能力建设和化解疫情次生风险的

重要窗口期，需要未雨绸缪强基础、优机制、

补短板，塑造更高水平的安全发展环境。

1．完善常态防疫机制，提升防范应对

能力

建议在各级各相关部门设立常态化实

体化运行的疫情防控专职机构，长期保留

专门力量专司其职，建立完善信息共享、

会商研判、督导检查、应急响应、平战转

换等工作机制，及时研判疫情风险，督促

落实常态防控措施，定期开展全流程全要

素应急演练，查漏补缺、凝聚合力，坚决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

2．加强社会心理服务，有效抚平疫情

创伤

健全完善“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多

方参与、齐抓共管”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依托社区建立心理咨询服务站点，重点关

注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群体，

进一步强化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帮教安置，

着力消解个体负面情绪和社会戾气，降低

疫情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3．深化突出犯罪治理，防止群众“雪

上加霜”

充分发挥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联席会议、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联席会议

等制度机制作用，深化违法犯罪预警防范、

打击治理，最大限度遏制发案，防止群众

遭受收入减少和不法侵害双重损失。

4．坚持宽严相济原则，增加社会和谐

因素

政法部门加强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执法

司法问题研究，充分考虑疫情对社会心态、

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审慎稳妥处置涉疫、

涉企等违法犯罪，对情节轻微的依法从宽、

从轻处理，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

会效果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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