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去秋来，放眼杭州钱

塘江南岸，热潮涌动；高新

区（滨江），生机勃勃。这里

是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一扇窗，是数字化改革

的领头雁。针对辖区内高

新企业及园区集聚的特点，

以及“小政府大社会”格局

下的管理短板，今年以来，

杭州高新区（滨江）积极响

应省委、省政府“大综合一

体化”执法改革的号召，构

建起力量整合、数字赋能、

执法监管“全闭环”的综合

行政执法体系。

以“1 + 8”的“ 综 合 执

法+专业执法+联合执法”

的架构为基础，以西兴街道

“一支队伍管到底”为模板，

以深化数字化改革为引领，

以推进产城人融合为己任，

杭州高新区（滨江）这片钱

塘江畔炙手可热的创新热

土，正向着高质量发展引领

区、高效能治理样板区、高

品质生活示范区大步流星

地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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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改革简约高效的
滨江样本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
法改革是我省在全国具有先
行性和独创性的改革，而杭州
高新区(滨江) 结合自身在高
质量发展方面的特色与优势，
创建了以“服务化、协同化、数
字化”为特征的简约高效的行
政执法体系，为这项改革提供
了既体现自身特色又具有示

范性和推广性的滨江样本。
其中，“服务化”特征体现在滨江区始

终将服务理念贯彻落实在行政执法改革
实践中。即一直致力为助力产城融合、优
化营商环境、确保安全生产、满足群众幸
福生活需要等方面提供高质量的监管、执
法服务。“协同化”特征体现在通过优化执
法架构体系、精简行政执法事项、“全科”
执法、规范考核制度等措施，建立统一协
调指挥、协同联动、争议裁决、监督考核、
绩效评估的基层执法协同机制。“数字化”
特征体现在通过各种数字技术在执法中
的运用，彻底突破了以往“数据不连通、协
同不高效、治理不精准”的瓶颈问题。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系统重塑不仅提
供了监管执法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而且可
以使综合执法实现外部协同，即与基层治
理“四平台”、全省执法办案系统和执法监
管数字应用系统等链接。随着这3个特征
的不断优化与融合，简约高效的“大综合
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滨江样本也不断
走向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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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产城人融合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杭州高新区(滨江)
大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持续推进“创新
链、产业链、服务链”三链耦合、“产城人”深度融
合，培育出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行业领军企业，基本形成以数字经济
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和数字经济全产业链。

为助力产城融合、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杭州
高新区(滨江)“大综合一体化”执法改革首先在
执法队伍人数较少的短板上做“加法”：通过对
辅助力量进行整合，通过系统的培训、考试锻造
成一支支全新的队伍，并形成一整套规范的考
核制度；同时，架设起“1+8”的“综合执法+专业
执法+联合执法”的执法架构体系，推进监管执
法一体协同、执法队伍一体联动，建立基层执法
协同机制。在针对队伍做加法的同时，该区又
对纷繁复杂的行政执法事项进行了系统科学的

“减法”：梳理出发改、档案、科技、教育、民政、人
防、人社、园林、住建等 16 个部门的行政处罚事
项1738项划转至综合行政执法局，梳理出中高
频执法事项共 698 项，并将其中高频易发、易发
现易处置、专业要求适宜的 170 个事项划转街
道进行处理；结合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计划嵌入
的 18 个“一件事监管场景”，目前已成功上线 6
个。

由于区内高新企业和园区集聚，如何在打
造最佳营商环境的同时为安全生产、幸福生活
提供高质量的监管、执法服务，是摆在杭州高新
区(滨江)综合执法部门必须写好的答卷。在改
革过程中，当地因地制宜，各项工作机制的制定
尽量与杭州高新区(滨江)的经济发展特色相适
宜。比如在处置工地扰民问题时，强化部门多
跨协同和靠前服务，既保证最大程度减少施工
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的影响，又不耽误施工进度；
在企业安装建筑标识和广告招牌的同时，一方
面指导他们如何科学规范地制作和安装，一方
面及时督促整改和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的
各种标识标牌；对于确实存在影响环境、安全问
题的各类建筑物及地下设施的施工，坚决予以
叫停和处罚⋯⋯

在推进区行政执法统一指挥平台建设的同
时，杭州高新区(滨江)逐步建立起“大综合一体

化”执法改革统一协调指挥、协同联动、争议裁
决、监督考核、绩效评估等工作机制，并与基层
治理“四平台”“一网统管”相衔接，构建起力量
整合、数字赋能、执法监管“全闭环”的综合行政
执法体系。

一支队伍管到底
全科执法初见成效

在西兴街道，星耀城是附近不少上班族解
决一日三餐的“编外食堂”。每到饭点，堂食和
外卖单子都不少。7月底的一天上午，星耀城佰
家旺快餐店的店长正带着员工为午市做准备，
一队检查人员登了门。不过，店长很快发现，今
天的检查跟以往不太一样。“他们穿着不同的制
服，像是有好几个部门来的”。店长正纳闷，滨
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西兴中队的王昊锦立即做
出解释：“你好，我们是西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队的，今天主要针对餐饮场所展开‘综合查一
次’行动。”

就在最近，西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成立，
这支队伍由滨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监局、社
发局、规划与自然资源分局等职能部门下沉街
道的执法人员共同组成，到星耀城进行餐饮服
务行业的检查，也是这支新队伍的第一次“出
街”。变以前的单部门“专科”执法，为多部门综
合的“全科”执法，西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首
次综合执法尝试，目的就是由街道统筹协调和
统一指挥，转变执法方式，减少执法扰民，把问
题全部放在基层一线一次执法检查，不推诿、不
拖延，提高执法管理水平和管理成效。

城市管理贵在精细，重在长效。在2020年
西兴街道试点和去年全区全域试点的基础上，
杭州高新区(滨江)积极推进街道“一支队伍管执
法”改革。在缤纷未来社区建设中，西兴街道整
合了公安、城管、交警、市监、消防等执法力量，
由他们来综合管理社区相关执法事项，形成五
位一体的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而这样一支执法
队伍，也让社区实现了许多肉眼可见的改变，如
占道经营、路面违停、乱搭乱建等现象都已不复
存在。

以西兴街道为模板，杭州高新区(滨江)充分
发挥属地街道牵头统筹作用，结合区域特点，通
过“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等方式，推进了一批

划转事项典型案例的妥善处置。如针对教育
“双减”方面的违法办学案，由街道牵头组织教
育、公安、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通过
街道统筹、部门协作，实现信息互通，证据互认，
快速完成执法调查、款项退赔和办学点的取缔，
赢得了区内师生和家长的点赞；通过联合市场
监管、公安、安监、生态等部门开展园区食品安
全、生产安全、生态环境和房屋安全等专项整治
行动；通过联合住建局开展人防、物业房屋安全
等划转事项的执法办案等，初步形成街道牵头、
部门协同的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深化数字化改革
科技赋能提质增效

在杭州高新区(滨江)73 平方公里的区划面
积上，诞生了网易、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百世物
流等 60 余家上市企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近 80%，全区全社会研
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10%左右。

这片浓厚的数字经济发展氛围，在行政执

法领域同样炙手可热。在西兴街道综合治理中
心，“微脑”连接各队员对讲机、道路监控等，当
队员巡逻遇到情况时，按下对价机上的按钮，指
挥中心便可得知相关信息，彻底突破了以往“数
据不连通、协同不高效、治理不精准”的瓶颈问
题。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执法队员日常巡逻
时用上了车载智能AI采集系统，它内嵌智能分
析算法，能主动、自动地发现包括店外经营、占
道经营、乱堆物料、违规撑伞、违规户外广告、
沿街晾挂、暴露垃圾、打包垃圾、垃圾箱满溢和
非机动车违停在内的 11 种事件，并进行智能
抓拍、智能识别，还能在执法时提供 360 度全景
视频取证，经一年多时间的运行，该系统平均每
日采集有效案件识别率达到了80%以上⋯⋯

而这些只是杭州高新区(滨江)行政执法部
门深化数字化改革的缩影。目前，该区正开发
建设“一网统管”多跨协同系统，实现与“基层治
理 4 平台”联动贯通，并结合区域特点、民情民
意等工作实际，开发单一、主责、协同、多跨 4 类
事件交办处置流程，对高频事项的协同处置部
门、法定职责、处置时限进行系统设定，通过 PC
端和手持端均可处置事项，可根据实际监管、执
法需要发起增加协同部门，对部门处置的情况
进行信息共享，提高事项协同效率。此外，通过
运用全省执法办案系统和执法监管数字应用系
统，形成管理闭环，向数字、数据要生产力，实现
数字赋能增效，形成“大综合一体化”执法改革
中的滨江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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