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瓯越大地，改革浪潮奔腾不息。

在中央赋予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

法改革国家试点的重大政治任务后，温州市以

敢于斗争的精神、势在必行的姿态、实事求是

的态度、稳扎稳打的步调，全方位、系统性推进

行政执法改革工作，以法治政府建设为目标，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逐步构建起职责更清

晰、队伍更精简、协同更高效、机制更健全、行

为更规范、监督更有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

当前，改革阶段性成果涌现——

体系构建。率全省之先成立了由书记、市

长担任双组长，一名市委领导牵头、一名政府

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领导小组，专班化推进改

革任务落实。

成效显著。执法队伍应整尽整，形成了温州

全市执法队伍“1+8”和龙港市县域“一支队伍管

执法”架构；执法事项应划尽划，共划转23个领

域处罚事项1164项，占行政处罚事项21.3%；

“监管一件事”应纳尽纳，梳理86个地方特色“监

管一件事”场景应用，实施多部门“综合查一次”，

有效缓解重复执法和执法扰企扰民等问题。

实践创新。龙港市县域“一支队伍管执

法”全省首创，荣获“浙江省 2021 年度有影响

力有辨识度的法治建设成果”；以赋权、派驻、

“1+X”辐射三种模式推进乡镇“一支队伍管执

法”落地落实；创新执法路径，首创违停预警劝

离机制，编写13个领域教科书式执法指引。

纵观温州“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路径，一条鲜明的脉络贯穿始终：心怀“国之大

者”，坚持问题导向，在精诚合作中推进“一体

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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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 高效协同

奋力打造“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温州样板
严佳璐 钱菊香 童玉宝 陈浩如 麻颖泽

龙湾区开展智慧化“预警执法”

乐清柳市行政执法数字化平台乐清柳市行政执法数字化平台

（本版图片由温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本版图片由温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

体系化推进
执法协同高效

如何破解乡镇（街道）“看得见管不着”的治理困
局，使执法更顺畅？

温州市分类推进乡镇（街道）“一支队伍管执
法”，出台《乡镇（街道）“一支队管执法”实施意见》和
具体操作指引，按照派驻、赋权、“1+X”辐射 3 种形
式，因地制宜推行四类赋权方式，确保乡镇（街道）

“接得住、管得好”。第一类，探索全面赋权（综合行
政执法事项目录+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指导目录行政
处罚权），对全国经济百强镇街，如乐清市柳市镇、瑞
安市塘下镇等，予以全面赋权，实行镇街执法队和派
驻部门集成一地办公。第二类，探索部分赋权+部
门派驻联合执法，在经济发达镇街、小城市培育城镇
实行部分赋权+部门派驻联合执法，有条件的地方
实行集成一地办公，如鹿城区双屿街道、瓯海区瞿溪
街道、瑞安市马屿镇等。第三类，“1+X”派驻片区联
合执法队辐射，主要在偏远山区海岛乡镇实行，如文
成县依托峃口镇辐射周山畲族乡、公阳乡、双桂乡、
平和乡。第四类，特定区域试点，在空港新区、动车
南站实行园区、站区“一支队伍管执法”试点工作。

如何解决乡镇（街道）法制审核力量薄弱难题，
确保行政执法合法合规？

作为执法主体，乡镇（街道）在承接大量赋权执法
事项后，对自身法制审核力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温州
立足当前、着眼长效、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全力破
解。一方面通过建立县级法制审核中心共享解决。

如文成县整合全县条线法制力量，建立法制审核中
心，以主动报送或流动下沉的方式，对基层典型案件、
复杂案件、疑难案件进行审核把关，确保程序合法、适
用准确、公平公正。另一方面通过“乡镇（街道）法制
力量+购买服务”组合解决。如鹿城区藤桥镇由1位
街镇有法律从业资格人员+1名综合行政执法法律审
核人员+1名律师组建审核小组，负责案件审核工作。

同时，“借智借力”解决此项难题。其中，瑞安市马
屿镇通过检察室进驻综合执法队的方式，既将检察监督
执法前置，又有效填补基层法制力量不足的困境，消除
基层执法最大“后顾之忧”。同时，马屿镇积极推动柔性
执法，借助检察院法制专业力量，探索实施轻微违法行
为告知承诺制、首单免罚制等柔性举措，不断提升行政
执法温度。温州市还重点加强法制业务人员培养，空缺
编制优先招录法制从业资格人员，近3年内确保每年至
少有一名法制从业资格人员充实综合执法队伍，着力通
过“提升+招录”长效解决基层法制力量不足的问题。

数字化引领
推动整体智治

走进乐清市柳市镇综合行政执法指挥中心，偌
大的电子屏幕上，全镇各个重点路段的车流情况清
晰展现。柳市镇以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为基础，
成立镇行政执法指挥中心，与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融
合运行，建立统筹协调指挥机制，整合调配使用各部
门执法力量，全面推广应用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
应用，联通乐清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整合公安
大数据，开发建设 AI 视频分析、“微网智控”、“一店
一档”、全息路网等个性化应用场景，充分利用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实施远程监管，提
升执法信息化流转、智慧化分析的能力水平。

为更好实现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执法联动，
以数字化改革引领撬动行政执法全方位变革、系统
性重塑，温州市积极对接省级应用，全力参与全省执
法监管数字化应用平台建设，健全行政执法协同指
挥模块机制。同时推动平台贯通，加强县乡综合执
法指挥平台建设，梳理核心业务和应用需求，推进执
法监管数字化平台与“两个中心（城市运行管理中
心、社会治理中心）”“141”体系融合贯通，实现执法
指挥直达手机端、移动执法端。

为切实减少重复执法和执法扰企扰民等现象，温
州市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开展“综合查一次”、智慧化
执法方式等应用场景建设，打造一批有温州特色的行
政执法数字化应用。龙港市执法“e助理”就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执法“e助理”借助“互联网+监管”平台发
起跨部门联合执法，依托全省统一执法监管数字应用，
实现一个平台、一网智办，有效破解“执法效率”问题。

为更好地解决跨部门执法、执法力量不足、专业
化程度不足的问题，温州市加强智慧监管，充分利用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不断拓展远
程监管、非现场执法、预警执法等方式。

其中，“预警执法”是龙湾区创新打造的具有温
州特色的执法品牌。龙湾区迭代升级“智管智治”综
合性数字化执法平台，在原有 8 分钟违停劝离机制
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预警执法领域，目前已成功拓展
渣土车预警、高位控违、出店经营等多个特色化非现
场执法应用场景，累计发出预警 20.91 万次，自行整
改17.58万次，整改率达84.09%，既提升了执法效率
又体现城市管理温度。

规范化提升
打造标准样板

行政执法体系改革，党建引领是核心。
平阳县在全省首创赋权镇综合行政执法党总支

部领导下的队长负责制新模式，变“散”为“合”，构建
由综合行政执法党总支部管行政执法的组织架构，
靶向攻坚基层推进行政执法改革遇到的难点堵点。
目前，已成立昆阳镇、鳌江镇、万全镇和萧江镇 4 个
行政执法基层党支部。作为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的
另一试点，瓯海区瞿溪街道也以党建引领积极推进
改革工作。成立站所联合党支部，以瞿溪综合行政
执法委员会为指导，组建瞿溪综合行政执法队，全面
下沉七大站所执法力量，反向补充街道干部为巡查
力量，形成街道和站所干部“同目标、同待遇、同进
退”双融合互补新格局。

行政执法体系改革，执法队伍标准化建设是关键。
温州在平阳县率先试点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

通过提炼基层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经验，创新编纂
基层《综合行政执法队建设规范》，从基本要求、标识
规范、工作规范三大核心环节对党建引领、队伍建
设、执法规范、装备配置、办公场所、标志标识、着装
规范、工作规范、数字建设等方面建设形成统一规范
科学的地方标准体系，弥补基层综合行政执法队所
建设标准的空白。

鹿城区南汇街道则充分发挥浙江省第一批公务
员考核工作省级示范点的积极作用，在高标准推动
打造规范化执法办案中心，健全日常管理、指挥协
同、执法保障、执法监督等机制的基础上，重点突出
人员考评，构建了以积分量化为特色的行政执法人
员监督、管理、考核评价工作体系，为温州市基层行
政执法人员考核评价提供经验借鉴。

在总结提炼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温州市制定了
基层执法队（站所）规范化建设制度体系，全方位、全
流程推进基层党建、队伍建设、执法管理、办公场所、
装备配置、着装规范等领域高标建设，形成统一规范
的温州市地方标准体系，提升基层队伍的执法能力，
助推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基层执
法队规范化建设成效显著，全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
171 个基层执法中队获评“文明规范公正”基层队
所，33个执法中队获评“三星级”中队，4个中队获评
省首批“枫桥式”执法中队。

此外，温州市还出台了《温州市镇街执法人员
“县属乡用共管”管理办法》《温州市乡镇（街道）派驻
执法人员管理使用及考核办法》等政策制度，让实践
经验和制度性成果在更大范围内开花结果，为全省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提供温州样板。
风正时济，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还需策马

扬鞭。“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不是一蹴而就，
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肩负新使命，温州市蹄疾
步稳再出发。

温州市区

瓯海瞿溪“一地办公，共商共事”

鹿城南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六小行业”排水证检查

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特训

温州市围绕“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任
务，在组织架构设置、执法赋权分类、法制审核把关
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亮点：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体制性改革、制度性改革，温州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改革，书记市长任双组长、专班推进改革的体
制设计，为确保改革任务的落地提供了体制性保障，
成为有效推进温州市改革进程的重要力量。

温州采取全面赋权、部分赋权、“1+X”辐射覆
盖、特定区域赋权方式，分类推进乡镇（街道）“一支
队伍管执法”改革，行政执法效能得以大幅度提升，
其中特定区域的“一支队伍管执法”试点在全省有创
新性，具有示范和引领价值。

执法力量下沉后的基层法制审核力量薄弱是“大
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瑞
安市试点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监督协同工作模式，既
是提升基层法制审核能力的有益探索，也对推动行政
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
究院副院长 蔡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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