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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案侦破率90% 他们怎么做到的？
——— 记者揭秘桓台这个基层派出所背后的神秘武器

腿跑细了
“以前破案要靠各路走访民警的

信息碰撞。”在张连起看来，以前破案
简直是个体力活。

张连起，桓台县公安局起凤派出
所副教导员，作为一名老刑警，他深知
侵财小案侦破之不易。

张连起曾经侦破过一起爬楼盗窃
案，他和几名民警分头走访、摸排、搜
索社会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信息。由
于案发时间为凌晨，走访群众收获甚
微。以案发小区为中心，他们搜集了
几百路视频监控，每一路都要用肉眼
去寻找线索。几天下来，“腿跑细了，
眼睛也快看瞎了。”张连起这样形容当
时的“艰难”。最后，在一家工厂安装
的摄像头拍摄的视频中找到了细小的
线索。最终，案件破获了，四五名民警
忙了半个多月。

侵财小案耗时耗力，线索一旦中
断就很难再找，一直以来破案率不高，
是困扰各地公安机关的一个难题。现
如今，桓台县公安局的民警只要获得
一个小的线索，跑腿、识别的工作交给
大数据就完全可以了。

起凤派出所案件组组长胡鹏告诉
记者，以前办案除了拿着本子到处走
访搜集线索，还要拿着U盘搜集社会
监控，查找线索。“现在好了，我们只要
找到一条有用信息，剩下的交给大数
据平台就可以了。”

2020年以来，起凤派出所辖区发
生侵财小案22起，其中18起在短时间
内破获，现案破案率81%左右。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5月1日至5月31日，发
生的10起侵财小案已经破获9起，剩
下的1起已经锁定了嫌疑人，时机成熟
就可以抓捕。

有米下锅
让民警们津津乐道的大数据平

台到底什么样？它有着怎样的神奇
功能？

5月31日，记者来到了桓台县公
安局合成警务中心一探究竟。网安
大队大队长李泉业也是合成警务中
心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桓台县公
安局对海量数据逐一清理、归类，从
治安管理、防范打击等基础应用入
手，将视频、卡口、人脸、常住人口、重
点人员、车驾管、技侦、网安等数据深
度开发，相继研发了8个专题应用平
台，涵盖了治安、刑侦、禁毒、食药环、
国保、交警、巡警、督察等实战部门，

对智慧监管进行了改造提升，以高空
云防和音视频交互为支撑的智慧指
挥平台投入使用。为确保数据安全
可靠，在“四网四平台（公安网、视频
网、政务外网、互联网及其数据融合
平台）构筑安全边界，把各类数据安
全汇聚到公安网上进行应用，民警凭
权限和数字证书即可登录操作，这就
是民警口中的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平台是帮助破案的一个技
术手段，其前提和基础是有海量的信
息作为支撑。

于是，桓台县公安局大力推进以
智能全息为主要特征的感知前端建
设，在辖区主要道路、治安复杂场所、
易发案部位、重点单位部位，相继实施
了环县治安卡口工程、社会治安动态
监控系统工程、城区及河道视频监控
工程、公交站点及铁路沿线视频监控
工程、视频监控加密工程、社会视频监
控联网工程。按照“圈、块、格、线、点”
建设规划，自建公安视频监控5015
路，接入社会监控资源2.1万路，全县
视频监控管理平台总数达到2.6万余
路，建设高空云防摄像机40台，建成
人脸识别前端743路、视频解析732
路，前端设备在线率96%以上，这样的
视频覆盖密度，形成“数据融合、全息
获取”的智能感知体系，这个体系每天
捕获的信息为开展视频大数据应用提
供了坚强支撑。

“让信息化办案有米下锅”，合成
警务中心民警郑波这样形容完善的感
知前端。

起凤派出所所长魏启海对此也感
同身受，他说，由于起凤派出所辖区密
织了视频监控网络，打好了前端感知
这个基础。如今，侵财小案发案后，民
警只要将一条有效信息上传网络，大
数据平台就会展开搜索，短时间内就
能锁定嫌疑人，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快速破案也就有了强力支撑。

火眼金睛
完善的感知前端，大数据精准搜

索，让桓台警方变成“火眼金睛”。

郑波介绍，在小案侦破中，合成警
务中心和派出所同步上案，“我们从视
频中寻找嫌疑人的痕迹，同时，从派出
所民警提供的信息中检索出有用的线
索，指导破案。”郑波以今年3月份破获
的一起案件为例进行了视频演示。

当时，桓台县城一沿街房店主的
手机被盗，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视
频监控中发现：嫌疑人骑银色摩托车、

穿白色上衣。可沿路查看，并没有发
现穿白色上衣的骑摩托车人员。

郑波立即往大数据平台输入关键
词“银色摩托车”，电脑屏幕上，马路上
所有的轿车、摩托车等都变成了奔跑
的特定含义的数字。接下来，平台又
检索到了符合特征的数字，这就是嫌
疑人驾驶的银色摩托车。仔细一看发
现，嫌疑人此时已经换装为黑色上衣。

“以往的话，想靠民警的眼睛从海量的
视频中搜出已经换装的嫌疑人，往往
要花上几天的时间。”

大数据继续分析嫌疑人的轨迹，
此时，不管嫌疑人的车辆有无牌照、是
否遮挡了面部特征，大数据分析都能
把他准确地揪出来。

半小时后，嫌疑人的身份已经锁
定，逃窜的方向也很明确。“此时，如果
我们去抓人的话，要进一步走访摸排
情况进行蹲守，费时费力。我们就将
嫌疑人的特征在大数据平台进行了设
定，一旦嫌疑人再次进入桓台，大数据
系统就会报警。”

仅仅过了两天，嫌疑人又骑着摩
托车来到桓台准备作案了。郑波通知
派出所民警的同时，根据大数据平台
对嫌疑人必经路线的分析，等候在桓
台县公安局门口。果然，几分钟后，嫌
疑人出现在郑波的视野中。他和派出
所民警跟踪、包抄，在嫌疑人进入美食
街准备作案时，将其抓获。

“使用大数据平台，就像我们输入
关键词在网上找资料，鼠标一点，相关
的资料就全部出来了。”郑波说，这个
过程就是跳跃式追踪，不用民警一个
监控一个监控地找，直接就可以发现
目标所在之处，从而推送出相关视图
信息。“我们曾经仅凭嫌疑人驾驶车辆
上放有一盒餐巾纸这样的细小线索，
准确找到了嫌疑人。”

记者采访了大数据平台的研发人
员——— 北京伊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
场部副总经理张静。她介绍，在研发
过程中，他们从实战出发，实行订单式
开发，“民警在办案中需要怎样的技
术，我们就有针对性地进行研发。比
如，民警只找到了嫌疑人作案时驾驶
车辆的照片（无牌照），我们就针对性
地开发了识图搜索功能，输入车辆照
片，感知前端拍摄后存储在大数据中
的关于这辆车的信息就立即出来。”

有了覆盖全面的感知前端采集的
视频，有着大数据提供的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民警办案就插上了翅膀，小案
快速侦破也就变成了现实。

安装加密视频监控设备。

起凤派出所民警进行视频研判。

桓台县公安局合成警务中心。

文/图 记者 于魁 任灵芝
通讯员 胡正学

5月1日至5月31日，桓台县公安局起凤派
出所辖区发生侵财小案10起，令人惊叹的是，
有9起案件已经破案并追回赃物，剩下的1起为
盗窃电动车电瓶案，目前锁定了嫌疑人，抓捕
大网已经张开。

一个农村派出所，破案率高达90%，背后
有什么样的神秘武器在支撑？记者专门进行
了探访，目睹了堪比大片的抓捕过程，从中找
到了桓台警方侵财小案破案率一路高涨的
秘诀。

民警通过大数据平台分析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