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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战决胜阶段后，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扫清打尽当前凸显出

的黑恶势力，更重要的在于常态化的预防打击与长效常治机制的构建。本文主

要以黄陂区黑恶势力现状分析为基础，总结黄陂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从

构建重点行业领域的常态化监督防控机制、完善各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构建

黑恶犯罪治理与网格化管理的互通对接机制、构建本地区社会力量的高效参与

机制与构建黑恶犯罪治理的智能化运行机制五个方面，对推动黄陂区扫黑除恶

长效常治，促进黄陂区治安状况持续向好进行了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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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黄陂区严格按照党中央的政策

部署，在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将扫黑除恶与反腐败工作相结合，加强

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积极宣传、动员群众，不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

深发展。当前，黄陂区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的持续开展与深入推进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对当地黑恶犯罪的遏制与打击成效比较明显，使当地的政治、经济

与社会生态都逐渐好转。今后应当主要从构建重点行业领域的常态化监督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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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完善各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构建黑恶犯罪治理与网格化管理的互通对

接机制、构建本地区社会力量的高效参与机制与构建黑恶犯罪治理的智能化运

行机制五个方面，推进黄陂区黑恶犯罪的长效常治。

1  黄陂区黑恶势力概况

为全面总结黄陂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经验，进一步探索黄陂区黑恶犯

罪常态化治理机制，本文有对黄陂区 2018 年至今办理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进行

了归类总结。通过总结，可以发现黄陂区近年来存在的黑恶势力犯罪主要有以

下几种类型。

1.1  横行乡里、称霸一方的“村霸”等黑恶势力

横行乡里、称霸一方的“村霸”等黑恶势力犯罪的显著特征为，通过暴力、

威胁等手段取得对某农村地区的控制。黄陂区作为武汉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

新城镇，其中农村人口数量占据了黄陂区近一半的人口总数。2018 年王某、雷

某涉嫌恶势力犯罪案即为典型的横行作恶、讲狠斗勇，为祸乡里的“村霸”势

力作恶案件。仅有高中文化水平的雷某和王某，经常聚众以暴力、威胁手段寻

衅滋事、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在 2015 至 2017 两年间经常因纠纷或工程矛盾

就用管制器具对矛盾相关人大打出手，损害他人财物，给当事人身心都造成了

巨大的伤害，也严重的扰乱了当地社会公共安全秩序。

1.2  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在黄陂区范围内也有所

活动。2018 年 11 月 6 日，黄陂区人民法院即依法审理了一项以王某新为首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该组织以足浴店和按摩店作为其合法伪装，在酒店发

放“小卡片”，组织妇女从事卖淫服务并从中获得提成。更有甚者，为进一步

垄断市场，获取更大利润，该组织以聚众斗殴等暴力或威胁手段进行违法犯罪

活动，逐步形成了组织特征明显的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类型黑恶势力犯

罪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控制某一行业，以获取暴利［1］。此类黑恶犯罪案件不但破

坏了公平的市场秩序，同时也不利于黄陂区良好向上社会风气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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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此黑恶势力犯罪主要表现为高利贷产业，其中违法的高额利息贷款和暴力

的催收手段是其最具辨识度的特征。2020 年 6 月，黄陂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

肖某波及其所领导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通过高利放贷非法获利的案件。武汉市黄

陂区公安收到以肖某波为首的黑恶势力非法拘禁他人以及敲诈勒索等犯罪线索

后组成侦查专班，辗转武汉各地核实线索，循线牵出以肖某波为首的涉黑集团

如何制造“阴阳合同”、设定高额“砍头利息、利滚利”借偿规则非法投放高

利贷，这群犯罪分子长期纠集一批社会闲散人员及刑满释放人员组成“暴力讨

债队伍”，以各种严重滋扰借款人正常生活的方式有组织的催收高利贷，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钱财。在此类黑恶势力犯罪经常通过有组织地实施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影响社会治安。

2  黄陂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验总结

黄陂区经过近三年专项行动的开展，在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宣传发动等

各个方面都探索出了符合当地实际的有效经验做法，在线索核查、打伞破网、

打财断血、行业整治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使黄陂区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

动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行业领域更加规范，群众安全感持

续增强。总结黄陂区已采取的对策措施，可以总结出如下经验：

2.1  注重组织领导，制定了专项行动工作机制

黄陂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离不开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

正确领导，同时也离不开黄陂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具体统筹。黄陂

区在专项行动开展过程中不但成立了专门的高规格领导小组对涉黑恶线索进行

排查、对重大案件进行督办，同时对专项行动的工作制度不断完善，综合各方

面力量共同推动黑恶犯罪的有效治理。

黄陂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过程中，成立了高规格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由区委书记任组长，区长任第一副组长，区委副书记和数名区级领导任副组长，

45 个成员单位“一把手”为成员。同时实行重点线索、重点案件领导包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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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一步突出对专项斗争的领导。主要将全区在侦、在查的重点线索和重

点案件交由政法机关班子成员包保推进，包案领导不仅督导案件侦办、审查起

诉、审理裁判，还督导线索移送、打伞破网、打财断血。黄陂区设立了综合督办、

执法监督、侦查打击、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宣传、执纪问责六个专项工作组，

探索出了领导小组总运作总机制下的“1+6”机制运行模式 a，探索制定线索核

查、双向移送、联席会商、检查督导、“打财断血”联动等 18 项工作制度。与

此同时，黄陂区还将扫黑除恶纳入各级党委（党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领导

干部履职尽责、绩效考评范畴，扎实开展区街两级“提高政治站位大谈心”活动，

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筑牢“四个意识”，坚定“两个维护”，切实提高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2  注重宣传动员，创建了黄陂特色宣传模式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黄陂区在宣传工作开展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

显著，在保留传统的传单、海报、横幅、电子屏幕等宣传方式的基础上，在全

省内首创了巡回宣讲团，走进不同行业、社区、学校等开展巡回宣讲，而且以

文艺演出等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走进基层、走进农村，真正帮助和

引导更多的人正确认识黑恶犯罪，成功打通了扫黑除恶的“最后一公里”，汇

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共同打击黑恶势力。

黄陂区为进一步加大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力度，在全省率先开展巡回宣讲，

从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等近二十家单位遴选民警、

法官、重点行业业务骨干组建巡回宣讲团，深入街乡、走村入户传递扫黑除恶

正能量。与此同时，黄陂区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优势，运用微信公众号、官方

微博等平台发布扫黑除恶相关信息和工作动态以及涉黑涉恶相关典型案例，辅

以扫黑除恶知识讲座，一方面通过向人民群众普及黑恶势力犯罪相关法律知识

和政策规定，让群众认识到黑恶势力的巨大危害和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另一

方面对先进分子和先进事迹加以表彰和正面宣传，积极引导，切实增强人民群

a　“1+6”机制运行模式即领导小组总运作总机制下，同时建立健全线索核查办理机制、案件线索

双向移送机制、协作会商机制、检查督办机制、责任追究机制、考核考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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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同黑恶势力作斗争的信心决心。黄陂区还以社区为单位，将全区划分为不同

宣传工作组和巡查监管片区，采取领导包片、监管员包小区的方式，将工作责

任落实责任到个人，进行点对点的宣发工作，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动员成

为一种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工作。此外，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制作扫黑除恶宣发工

作所需的标语横幅和 LED 显示屏等，在居民小区进行悬挂与展览，争取全方位

无死角的广泛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并使社区群众熟知黑恶势力犯罪

治理工作群众举报等具体工作的参与方式，动员群众大胆举报涉黑涉恶线索，

营造浓厚的全民参与氛围。同时，黄陂区也坚持深入开展法治公开课、警示教

育课活动，适时组织庭审现场观摩活动，积极推动以案释法、释法明理工作。

黄陂区独具特色的巡回宣讲模式极大激发了当地干部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热情，同时也有效提高了涉黑恶犯罪举报线索查实率。

2.3  注重部门协作，建立了联席会商工作机制

黄陂区深刻认识到，扫除黑恶势力从来都不是只属于公检法机关的任务，

需要各个部门联合起来形成合力，相互协作以达到较好的治理效果［2］。因此，

黄陂区在专项斗争开展过程中十分重视各部门的协作交流并积极探索建立了联

席会商工作机制，进一步促进了扫黑除恶的纵深推进。

为及时解决涉黑涉恶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有效化解疑难案件中存在的

分歧，深入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黄陂区建立了“打财断血”的联席会商工

作联动机制。根据工作需要由区扫黑办执法监督组召集，也可由各办案单位根

据需要向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执法监督组提出，在区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办公室

领导下开展工作，日常工作由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执法监督组负责。联席会议

由区纪委监察委、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

干共同参加讨论研究。确定参与联席会商的各主体部门后，进一步细化了会议

召开流程及议题内容，要求提前收集并确定会议议题；邀请相关人员参会，并

确定会议日期、议程；通知需要提请会议研究决定重要事项或协调重大疑难案

件的办案单位备齐会议材料，提前通知与会人员议程；通知与会人员就相关会

议议题做好讨论准备，进行会前酝酿等。进一步将联席会议议题明确为扫黑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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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专项斗争中疑难问题、侦办单位之间产生的较大分歧、重点案件的推进与协调、

对涉黑涉恶某一专项问题的集中研判及其他需要联席会商研究解决的事项。

2.4  注重检查监督，形成了检查督导工作机制

黄陂区为了加强扫黑除恶打击工作的深度与广度，保障扫黑除恶工作的长

效进行，有步骤有条理的稳定开展，成立了 5 个督导组，由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各专项工作组组长任督导组组长，组员由各组组长从各专项工作组

或成员单位中抽调，对各街乡（场）、成员单位扫黑除恶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

黄陂区将督导内容主要确定为政策贯彻落实与宣传、线索核查摸排移送、

反腐与“拍蝇”结合、漏洞监管、基层党组织建设、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其办

公室作用发挥情况等方面并施以日常督导与专项督导相结合的督导方式。其中，

日常督导主要是对整体的扫黑除恶活动的常规检查，一般按照每季度开展 1 次

的频率开展。日常督导以听取扫黑除恶工作参与的各单位专题汇报、调阅台账

资料、座谈等方式为主，主要检查各单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整体推进情况。专

项督导是对日常督导的一种补充，是对于日常督导所涉及不够的方面或者无法

有效督导的层面进行专项特意的检查。由区扫黑办统一制定督导方案，以检查

举报线索核查情况、涉黑涉恶案件办理情况、宣传发动情况、走访举报人等方

式为主，主要检查各单位重点工作进展、阶段性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最重要的

是坚持常态化检查督导，建立了扫黑除恶责任追究机制，以定期访、随机访、

实地查看、资料查阅为主要方式，以区扫黑办领导带队、政法机关和纪检监察

机关共同参与为主要形式，以整体推进和重点任务落实情况为主要内容，坚持

问题导向，细化督导分工，做到督导全覆盖、过程实、有效果。对于工作不落实、

组织不严密、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及时启动提醒、约谈、通报、问责机制。

2.5  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创建了公平营商环境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黄陂区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加大违法打击力度，做到

快侦、快捕、快诉、快判；严格履行行业领域监管职责，充分发挥“三书一函”

跟踪问效作用；加大行政执法和源头监管工作力度，强化专项整治，黄陂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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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遏制了各行业领域滋生的乱象问题，助力创造公平有序、良性竞争的营商环境。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黄陂区严格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小组

的要求，做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案件的审判工作，主要涉及非法采矿、非法

占用农用地等，成效明显。a 例如，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牵引，黄陂区先后开

展了“渣土倾倒、乱采河砂、乱采山石、超限超载”四乱象治理专项行动和“黄

赌毒”专项整治行动，强化日常监管、源头预防，堵塞行业漏洞，打击违法行为。

黄陂区共组织开展了“渣土倾倒、乱采河砂、乱采山石、超限超载”专项整治、“强

揽工程、黄赌毒，利用宗教家族势力横行乡里”专项整治、打击非法营运暨“黑车”

等专项行动，将“行业清源”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重点，联合公安、发预案、

检察院及各重点领域部门先后集中开展了多项涉黑涉恶涉乱问题清理整治行动，

铲除了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市场秩序得到了进一步规范。

3  推进黄陂区黑恶犯罪长效常治的启示

通过构建重点行业领域的常态化监督防控机制、完善各部门的协同联动机

制、构建黑恶犯罪治理与网格化管理的互通对接机制、构建本地区社会力量的

高效参与机制、构建黑恶犯罪治理的智能化运行机制五个方面实现社会治理体

系现代化，恢复社会秩序的良性循环。

3.1  构建重点行业领域的常态化监督防控机制

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纵深推进过程中，黄陂区以“六清行动”目标任务落

实情况为主要内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责任导向，从严从实开展了十

大重点行业领域责任单位分片包干督导。今后黄陂区在黑恶犯罪常态化治理阶

段，仍然要在吸收原有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坚持对重点行业领域的监管不放松，

并开展定期专项整治，切实建立对重点行业领域的常态化监督防控，从源头上

切断黑恶犯罪的发生。

对重点行业领域经营状况进行常态化监管。要积极开展常态化的检查监督

a　参见黄陂区人民法院《黄陂法院关于扫黑除恶相关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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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一步规范相关重点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对违法违规企业进行曝光，

并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在行业内部进行整顿，肃清行业不正之风。对于

想从黑恶势力借力发展的企业，坚决从快、从严进行全面打击，从而维护社会

公众的权益，维护行业正常的经营秩序，保障合法企业的正当利益。进一步推

动建立由党委政府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集中清理、防范、打击、处置一

体化联动机制，形成行政监管、预警监测、刑事打击的闭环工作体系。 

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定期专项整治。抓住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促进专项斗争均衡发展，这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长效常治机制的必然选择。首先是配置司法人员对相关行业和产业开展预防监

管。各部门应当按照责任清单，对各自所主管的行业、领域加强日常监管，铲

除黑恶势力产生、生存的土壤，阻断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发生的机理，防止因日

常监管、整治不力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温床”。结合本行业本领域斗争实际，

严格履行行业领域监管职责，有针对性开展大摸排、大执法行动，加大日常执

法和源头监管工作力度，推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有效衔接，做到“打早、打小”，

切实将黑恶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加大对建筑工程、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等重

点地区、行业、领域的专项整治力度，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牵引，以反腐败

斗争为抓手，促进行业自律，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最后，黄陂区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小组聚焦农村地区黑恶势力容易染指的征地拆迁、建设工程金融借贷、

道路运输、矿产资源等重点领域，督促推动行业主管部门开展排查整治。

3.2  完善各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

由于扫黑除恶多方协作涉及到不同区域、众多部门，为了保障不同区域、

众多部门形成合力，必须建构科学、合理的多方协作机制。黄陂区在过去的黑

恶犯罪治理过程中，已经构建了各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但今后仍需要公安机

关、检察院、法院、纪检监察机关等各有关单位建立密切交流的联动机制，加

强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完善落实协同办案机制，进一步完善政法机关和

纪委监委信息沟通、双向移送、同步介入、核查反馈机制，将治理涉黑涉恶“保

护伞”问题纳入执纪监督重要工作内容，建立健全问题线索双向移送、信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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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配合、会商处置等工作机制，实现扫黑除恶与“破伞打网”同推进、共落实。

此外，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紧密联系，发挥出实际的带头与牵引作用，加强

信息共享、工作联动，推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有效衔接，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理顺办案程序，提高办案效率。［3］因此，各个区域的公检法机关，以及各级党委、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单位都应该克服保守、狭隘的地方观念，形成扫黑除恶一

体化协作的共识，更加有效地治理黑恶势力。公检法机关要实现“打早、打小”

的要求，就需要与上述各机关协作，争取他们的配合，其协作的有效方式就是

公检法机关与上述各机关召开定期和不定期的横向联席会议。［4］

3.3  构建黑犯罪治理与网格化管理的互通对接机制

网格化管理的重点在社区基层，其对象是广大社区居民，将管理寓于服务

之中是网格化管理的基本内涵。［5］网格化管理模式是社会治安管理中一项重大

的创新举措，分区域划分管理职责不仅能够全方位覆盖全部区域，不留死角，

还能够充分发挥区域内的治安防控力量。鉴于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特色，在进行

社会黑恶势力长效治理的过程中，将网格化管理模式中纳入反黑反恶的部分，

才能做到真正从根本上发现黑恶势力，从发展的起点打击黑恶势力。在现有的

网格化管理模式中，日常监管力度强，治安监控探头基本实现区域全覆盖，为

黑恶势力的长效治理建立了最基本的设施基础。而在与黑恶犯罪常态化治理的

对接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网格化管理，将黑恶势力犯罪防控指标与网格化管

理指标对接，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助力监控，实现对于黑恶势力犯罪生

存空间的切割、阻断。通过走访入户，及时发现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对于已

经出现的黑恶势力犯罪要及时报告相关司法机关，对于有黑恶势力发展趋势的

行为要及时予以打击，保护区域内人民财产的安全。并且利用“互联网 +”平台

或社区居民微信群，畅通社区居委会与居民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及时了解社

区居民的困难和诉求，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防止因为各种困难和矛盾

引发的犯罪。

3.4  构建本地区社会力量的高效参与机制

就黑恶犯罪而言，黑恶势力的成员构成往往来自于基层社会，其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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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也主要在基层社会。因此，要实现对黑恶犯罪的长效常治，必然无法与社

会力量这一庞大的群体相割裂。虽然黄陂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也十分注

重宣传工作以动员和凝聚群众力量，但黄陂区作为武汉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

发展最快的新城区，要真正实现 2261 平方公里 19 个街道（乡、场）、669 个村（社

区）范围社会力量的高效参与，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机制性措施的构建。

确保基层组织建设的常态化推进。党的引领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各基层党组

织的影响力。在未来黄陂区黑恶犯罪治理的常态化阶段，仍然要首先将持续推

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将组织队伍的管理落实到个人，既保证每

一个进入到党组织队伍中的个体是“红”底色，同时也保证每一个党组织成员

“不变色”。仍然严格审查、监督“两委”的换届选举，对参评人员的背景、

经历做详尽调查，同时保障选举过程公正、透明、规范，避免黑恶势力组织成

员混入到党组织队伍。另一方面，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规范党员

的政治生活，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规范开展落实“三会一课”“两学一做”

等制度，引导基层党组织干部筑牢信仰之基，增强抵抗不良诱因的抵御能力。

确保宣传引导工作的常态化开展。今后在黑恶犯罪常态化的治理阶段，宣

传工作方面应当在保持原有特色宣传方式的基础上，根据不同行业领域、不同

地区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宣传频率和周期。同时也可以对宣传方式进行创新性

尝试。比如可以创建“1n”型宣传模式，即在某一行业或地区开展线下宣传的同时，

连线至其他情况相似的地区进行同步直播，不但能够提高现场实时宣传地的宣

传质量，也能够同步影响其他地区。此外，专项行动圆满收官后，各司法机关

的工作重心会根据新的安排部署有所调整，因此在黑恶犯罪的治理的常态化阶

段各司法机关在人员安排、精力投放方面难免会出现紧张状况。为了避免或有

效预防这一问题的出现，可以与当地高校的法学专业志愿者协会、学生党支部

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双赢”的效果。

3.5  构建黑恶犯罪治理的智能化运行机制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大数据和云分析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但相

关技术目前在社会治理尤其是违法犯罪防控上的运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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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更要探索和完善新时代信息技术在黑恶犯罪常态化治理中的运用。黑

恶势力犯罪的常态化治理要求充分运用新时代信息技术成果，充分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法律治理和技术治理的有机结合。［6］

创建全区各部门的信息共享系统。当前黄陂区整体性的数据信息共享系统

尚未形成，需要在各部门、各行业领域已经掌握和收集的信息基础上进行整合

汇总，打破包括各行业领域与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本区

各部门信息数据的共建共享，以此助力于黑恶犯罪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预防

和打击。大数据技术需要以系统中大量的数据信息为基础展开分析并最终得出

有效信息，而前期的信息采集是大数据信息系统得以成功创建的第一步。因此，

首先要根据现实需要和具体情况对各部门所收集信息的内容予以明确。根据各

部门的特点，确定需其收集信息的类别并制定统一的标准，以防出现在后期整

合时难以对应或分析运用时信息缺失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信息的重复

采集。对已经按照一定标准收集完备的数据信息，需要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进

行整合、汇总、优化。首先需要各部门吸纳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对本部门自己

已经获取的数据信息进行整理。同时也需要一个权威部门对全区各部门收集整

理的信息进一步汇总、整合、优化。

推动大数据技术与黑恶犯罪治理的融合。在实际的结合运用过程中，需要打

破政法部门信息壁垒，健全和完善情报信息分析、研判共享机制。公安机关处在

扫黑除恶的第一线，应健全常态情报信息周研判，重要情报信息日研判制度，力

求分析、预测涉黑涉恶信息情况，排查面临的新情况、新动向，调整工作着力点，

明确应对措施，以信息精准化指导扫黑除恶工作。［7］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全面掌

握黑恶类别、涉案地点、行为手段、涉及的罪名、是否有黑恶“保护伞”、案件进展、

线索移交、起诉审判情况等重点要素，对侦办的涉黑涉恶案件，从地区领域、案

件类别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研判，准确及时掌握黑恶违法犯罪形势，为打击提供依据，

以更全的证据严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办案质量，提升打击实效。此外，

也可以依托网格化管理，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重点行业领域的预防监测、重点人

员的追踪观察、涉案财产的追查以及的运用在重点人员防控与保护中。大数据信

息系统之所以能够对黑恶犯罪的预防与打击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正是得益于其

丰富的数据积累与应用，但“在广泛收集使用数据的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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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原则，有限制地收集使用”［8］。

4  结语

尽管通过专项斗争的持续推进，当前黄陂区社会治安整体呈现出和谐、稳定、

良好的局面，但仍然不能完全停止或忽视对黑恶势力的预防与控制。进一步巩

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取得的成效，实现对黑恶势力的长治常效将是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进入决战决胜阶段及之后的工作重点。因此，在今后在黑恶犯罪治

理的长治常效机制构建过程中，应当从构建重点行业领域的常态化监督防控机

制、完善各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构建黑恶犯罪治理与网格化管理的互通对接

机制、本地区社会力量的高效参与机制以及黑恶犯罪治理的智能化运行机制等

“五大机制”，以进一步保证黄陂区治安状况长期向好、人民群众幸福感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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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ong-term and Regular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Criminal Syndicates 

and Evils in Huangpi District

Huangpi District anti underworld anti vice special struggle research group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law, Wuhan

Abstract: After the decisive stage of the special struggle against the underworld 

and evil, what we are facing is not only to wipe out the current prominent 

evil forces, but also to build a normal prevention and long-term and regular 

governance mechan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underworld and evil forces in Huangpi Distri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pecial struggle against gangsters and evils in Huangpi 

District,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gular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in key industri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ordination and linkage 

mechanism of various depart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active dock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criminal governance and grid management, the 

efficient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of local social fo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governance In the five aspects of intelligent oper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studies the promotion of long-term and regular treatment 

of anti-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in Huangpi District, and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curity in Huangpi District.

Key words: Huangpi District; Eliminate the evil; Effectiveness of struggle; Long 

term and regular trea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