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完成事权、队伍物理重塑之后，
我市又逐步打通跨层级、跨部门执法难
点痛点，攥指成拳，激活基层治理的

“化学反应”。
戴伟均是吴兴区织里镇一在建工地

的负责人，在他的印象中，以前哪怕是
针对同一件事，都是“今天你来查，明
天他来查”，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戴
伟均说，上一次检查，还是综合执法、
人力社保、住建、生态等几个部门拿着
一张清单一起来的，在找问题、查隐患
的同时，还主动为他提供了解决方案。
让老戴“感觉不一样”的这种检查模
式，叫“综合查一次”，就是“整体政
府”的体现，通过职能事项梳理、执法
力量整合、统一执法标准，实行“进一

次门，查多件事”，尽可能减少对群众
的影响。

检查模式的改变，折射的是综合执
法效能的提升。截至目前，我市已建立
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专业执法+联合
执法”的行政执法新模式，监管对象同
时接受多方的检查指导，通过一次检
查、全面体检，实现多个领域监管的一
步到位，在提升行政执法效率的同时，
赢得群众好评。

不仅如此，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大背景下，为加强综合执法协作配合，
去年5月，嘉湖综合执法一体化合作正
式启动，嘉兴市与湖州市，桐乡市与南
浔区、德清县，乌镇与练市镇三级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共同努力，探索建立了一
系列综合执法一体化合作的工作框架、
机制和制度，助推嘉湖一体化发展。同

年9月，长兴县、安吉县和广德市共同签
订长三角浙皖三县(市)综合执法协同发展
共建框架协议，成立了三县(市)综合执法
联合行政执法队，计划通过优势互补，
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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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执法体制中，“多顶大盖帽管不好一顶草帽”是曾经困扰基层治理的难题之一。究其原因，往

往与执法体制中存在的执法队伍多而散，执法领域宽且杂，跨领域综合执法力量不足等弊端息息

相关。

“九龙治水”难题怎么破？去年3月，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攥指成拳，推动形成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新格局，从源头减少执法扰企扰民。

破冰探路这一年，湖州作为全省“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先行者，改革之路成

效如何，记者进行了梳理——

作为省“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先行者，湖州改革成效如何？且看——

破冰探路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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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智慧化，是推动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自“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以来，我市以数字化改革引领撬动
行政执法全方位变革、系统性重塑，
进一步构建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
政执法新格局。

湖州现有持证执法人员近 7000
人，去年共执行24万余次执法检查。
按照以往碎片化的执法方式，不可避
免会出现重复执法、执法扰民等问题。

如何破？借助“大综合一体化”
执法协同指挥系统，去年我市建成了
一条集监管、检查、执法于一体的全
链条闭环，还形成了协同标准统一、
资源集中调度、检查过程留痕、成效
实时评价的行政执法新模式，为行政
执法数字化转型按下“加速键”。该系
统是湖州在全省率先建立的首个全市
域行政执法协同指挥系统，通过一网
串联起39个部门、4038项检查事项，
有效提升基层的监管执法效能，做到
了一地创新、全省共享。

无数据不管理，无数据不决策。
为解锁基层治理“智治”密码，我市
不断深化典型场景应用，对“渣土
监管一件事”“犬类全周期管理”

“违法建设预警”等特色场景应用进
行了迭代升级，其中“渣土监管一
件事”“智慧犬类综合管理”应用，
入选省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系统优秀
应用。

此外，还在全国首创了“互联网+公证”
平台，破解电子证据举证取证难、证据效力低
等问题；并依托机构编制实名制系统，开发

“县属乡用”模块，实现下沉人员占比、分布
实时呈现。

“接下来，将持续加大‘大综合一体化’
数字应用推广和贯通力度，推进立法、执法、
司法、守法、普法各环节场景应用贯通，把数
字化贯穿全流程，提升整体法治建设数字化水
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李忠奎表示。

长期以来，数千个行政执法事项往
往是分散在不同职能部门的，“大综合一
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就是把牢“一个
口子执法”改革方向，把多个领域执法
事项纳入综合行政执法范围，多个条线
行政执法队伍能统尽统，并在此基础上
按需向乡镇街道赋权，使行政执法力量
向基层下沉，让行政执法“有人管”“管
得住”“管得好”。

去年6月，长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收到县人力社保部门涉嫌违法案件移送
函后迅速出动，查处了一起违法使用童
工的案件，这是该局办理的人力社保领
域新划转职能第一案。“随着‘大综合
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深入，新领域执
法事项随之扩展，多个领域先后实现了

‘首案’突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
法协调处副处长张金晶说，改革全面

实施以来，我市在全省首创了“重点监
管领域清单”和“柔性执法清单”，把
综合执法事项拓展至1562项，还完善
厘清了8719项监管事项及监管执法职
责边界，推动行政执法有单可依、清单
管理。

行政执法领域，历来存在部门“条
抓”强，基层“块统”弱的问题，按照
改革要求，我市加快行政执法权限下
放、力量下沉和资源下移，融通协同，
持续把改革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
优势。

在德清，庞杂的管理事务一度让基
层干部不堪重负，尤其是工地扬尘、河
堤上乱堆乱放等存在部门职权交叉的事
项，协调起来往往效率低、周期长。自
改革以来，通过编制乡镇（街道）执法
事项清单，厘清县级部门和乡镇的权责
边界，用“一支队伍管执法”让每件事
的处理都有了明确归属，激活社会治理
的“神经末梢”。

截至目前，全市已实现89.66%的执
法力量下沉县乡、71.07%的执法力量下
沉镇街，远超省定标准。同时，72个乡
镇（街道）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全
域全覆盖。

融通协同 落一子而满盘活

有人说，“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
法改革，是一场全新的系统重构，用个
贴切的比喻，就像搭建“金字塔”：让
绝大多数执法力量下沉县乡，使得基层
执法底座更牢固，社会治理更完善。

为了让这个“金字塔”越筑越牢，
我市的执法队伍从此前一支综合行政执
法队伍和X支部门专业执法队伍的“1+
X”模式，调整为“1+8”行政执法队
伍体系，其中的“1”即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而“8”即市场监管、生态环

境、交通运输、文化市场、农业农村、
应急管理、自然资源、卫生监督等部
门。同时，乡镇、街道还通过组建乡镇
综合执法队，实现“1+8”执法队伍的
集中办公，通过物理整合，强化了基层
的综合行政执法能力。

随着“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深入推进，执法事项跨领域、跨专
业、跨部门，对执法人员提出了更高要
求。如何提升行政执法队伍的能力素
质，强化多跨协同融合的执法理念，我

市进行了不断探索。
去年5月，全省首个沉浸式行政执

法实训基地在吴兴区建成投用，围绕行
政执法过程中的热点、难点事项，通过
构建教、学、练、战实训模式，形成一
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培训标准化体
系，加快打造一批基层“全科型骨干”
行政执法队伍，为加快推动“大综合一
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落地见效，提升基
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强有力的执法人
才支撑。

体制重塑 变“一招鲜”为“组合拳”

““大综合一体化大综合一体化””执法协同执法协同指挥应用落地指挥应用落地

攥指成拳 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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