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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加速

近日，走进安吉县孝丰镇综合信
息 指 挥 室 ，数 字 显 示 屏 赫 然 呈 现 眼
前。向上，它与安吉县社会治理中心
贯通，通过“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
数字应用，横向协同各县级部门；向
下，它与各个网格贯通，实现整个辖区
内的监管执法整合、违法线索处理。

“这是乡镇（街道）一级的指挥中心，依
托基层智治综合应用和浙江省‘大综

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贯通，事
件线索得以流转留痕、闭环完结。”综
合信息指挥室工作人员李如梦介绍，
她 形 容 自 己 的 工 作 就 像 是 个“ 分 拣
员”，研判、分派基层智治综合应用协
同的辖区各类事件线索，以数字化手
段不断提升乡镇（街道）“统”的能力，
使行政执法环节更通畅。

近年来，安吉探索“332”工作机
制，即三个“强化”、三个“统好”、两项

“考评”，强化乡镇（街道）人员、财物、
组织保障，统好执法力量、监管计划、
工作推进，落实“镇街部门互促”的双
向考评机制。通过“332”机制，“一支
队伍管执法”保障力量更强、监管执法
任务更集中、考核抓手更有力。

除了乡镇（街道）的“统”，全链条
贯通行政执法环节离不开县级部门的

“统”。为此，安吉县建立统筹协调指
挥、职责争议快速处置、行刑衔接等工
作机制，顺畅部门协同，促进行政执法
全流程、各环节的紧密配合。

同时，安吉县因地制宜，聚焦特色
优势、地方经验，积极创新。该县借鉴
余村经验，将“支部带村”延伸到“支部
带队”，成立了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队党支部，为队伍各项工作的开展
提供党建引领、组织保障。此外，安吉
县还将“发展强村”延伸到新兴业态，
聚焦新业态执法监管“一件事”，优化
全生命周期监管；将“依法治村”不断
与普法宣传教育相结合，提高群众的
法治素养；将“生态美村”与着眼生态
保护相结合，创新生态联勤机制，围绕
生态主题，畅通部门协同。

规范化执法提效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我们发布了
综合执法领域的规范执法文明用语指
引、‘教科书式执法案例库’等，为行政
执法提供标准规范。同时，我们积极
创建‘枫桥式’执法队伍，通过强化硬
件设施、队容风纪、执法保障、执法业
务、队伍管理，巩固提升队伍规范化建
设水平。”安吉县梅溪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执法队员凌琼男说。

据悉，安吉县15个乡镇（街道）、35
个部门都对本单位执法事项及自由裁
量基准清单进行了梳理和公示，执法
信息及时公示、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
回溯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
覆盖都得以实现。

为了进一步保障全过程规范行政
执法行为，安吉县还积极构建“县乡一
体”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目前，
该县15个乡镇（街道）都已成立行政执
法协调监督工作站，实现了县域范围
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站全覆盖。
为提升乡镇（街道）行政执法规范化水
平，安吉县还出台了《执法案卷评查制
度》《执法人员管理办法》等规定，协调
监督工作站建立执法监督人才库，统
筹持证监督人员、执法人员、公职律
师、业务能手、社会各层面监督员等人
员，将行政执法监督的线索收集，行政
执法的案卷评查、质效评议，专项行政
执法监督等工作职责落实落细，保障
行政执法过程规范有序。

除了执法案卷评查等行政执法监
督工作之外，近日，安吉县司法局、县
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还组织开展了
2023年度十大行政执法典型案例评选
活动，充分发挥行政执法案例指导作

用，促进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的质量持
续提升，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

增值化服务暖心

“非常感谢执法队员上门指导，我
的民宿才能这么顺利开业。”冬日的午
后，在安吉天荒坪镇马吉村，民宿老板
小操正招呼着来来往往的游客。据了
解，在民宿筹备之初，天荒坪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主动联系小操，面对面指导
答疑，既提供了优惠政策，又介绍了合
规经营建议，加快了民宿顺利开业的
进度。

民宿产业是天荒坪镇的优势产
业。“为了助力产业发展，镇综合行政
执法队强化增值化改革理念，事前更
多提醒、预防风险，事中全流程预警、
实时监督，事后信用一键修复，着力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天荒坪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执法队员王耀文介绍。

在事前阶段，安吉县积极开展重
点产业合规专项行动，制定合规工作
实施方案，建立合规工作中心，出台合

规工作指导意见、激励措
施，大力培养合规工
作人才，构建企业
自律、政府监管、
社会监督相结
合 的 产 业 合
规体系；在事
中 阶 段 ，安
吉县持续深
化“ 综 合 查
一次”制度建
设，切实减少

“多头执法”、
重复执法问题；
在事后阶段，安吉
县对需要信用修复的
对象实施清单化管理，主
动靠前进行“一对一、点对点、面
对面”现场指导、上门服务，打通信用
修复“最后一公里”。

为了统好乡镇（街道）范围内的监
管执法，安吉县各镇街对属地范围内
的所有监管执法事项进行统筹梳理，
汇总不同业务主管部门下达的监管执

法计划，并整合辖区执法
力量，结合属地实际，

推进“寓管于服”，
推动监管从“处

罚为主”向“预
防为主”转变
升级。同时，
在 处 罚 环
节 ，安 吉 县
还 研 发 出

“安吉县执法
辅 助 应 用 ”，

优化执法办案
模式，进一步提

升行政执法质效。
找准发力点，全

面 提 升 行 政 执 法 质 效 。
接下来，安吉县将继续以增值化

改革理念为引领，向基层倾斜更多专
业精干、科学高效的执法力量，强化基
层治理实效，切实提升老百姓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安吉县创新改革开辟发展新赛道

找准发力点 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质效
杨斌英 梅亦洋 项 斐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方竞争力

的体现。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诞生地，近年来，安吉高

度重视营商环境工作，打出了一系

列优化服务的组合拳。

如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

升行政执法质效？安吉县始终致

力于为辖区各类企业营造一流营

商环境、创造广阔发展空间，努力

做到无事不扰、有呼必应，让企业

静下心来忙生产、忙经营、忙发展。

俯瞰安吉余村 夏鹏飞 摄

执法队员“送法上门”

执法队员开展合规风险排查执法队员开展合规风险排查执法队员开展合规风险排查

（图片由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

“玩累了，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席地
而坐聊聊家常。”日前，在安吉县鄣吴
镇八府广场上，几位晒太阳的村民一
边坐在草坪上拍照一边惬意地说。

冬日暖阳下的八府广场风景赏心
悦目，一辆小型冲洗车缓慢行进，后面
跟着的扫地车配合作业，在场的环卫工
人有的用高压水枪冲刷地面，有的清扫
草地上的垃圾和落叶，还有的擦洗石凳
和栏杆。“像这种石凳、桌椅、靠背、栏杆
扶手等，我们都是每天擦拭一遍，每周
进行一次深度清洁，保证游客、村民直
接接触到的地方无垃圾杂物、无污渍痰
迹、无积尘泥沙、无积水枯叶。”保洁公
司相关负责人方有顺介绍。

今年，鄣吴镇打造“席坐鄣吴”靓
丽地域名片，下足“绣花”功夫，深入开
展“昌硕客厅”示范区创建，通过一条
示范带带动多个示范点，全力推进公
共 环 境 提 标 提 档、公 共 设 施 完 善 完
备。在此基础上，该镇采用“机械+人

工”的组合模式，以“手摸无尘、人过无
屑、车过无痕”为标准，让道路见底色、
标线见本色、绿化现景致。同时，该镇
通过定期抽查示范带内可坐区域，对
抽查发现的问题点位，做到即查即改、
立行立改，让干净整洁成为城市底色。

据鄣吴镇村镇建设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提升辖区内市容环境品质，该
镇沿鄣吴溪建设了一条滨水绿道，植
入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绿化带，并新
增印章座凳、古风路灯等有昌硕文化
特色的景观小品。同时，该镇通过改
造和绿化，打造出一系列功能各异的

“口袋公园”，满足老百姓的休闲需
求。此外，在八府广场、昌硕广场等人
员密集的场所，该镇加强环境治理，进
一步规范车辆停放秩序，增设直饮水
点位、公共座椅等基础设施，切实提升
辖区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截至目
前，该镇已完成绿化绿地面积 2300 余
平 方 米 ，增 设 公 共 桌 椅 56 个、路 灯

102 个。
值得一提的是，鄣吴镇还将在鱼

池路、进士路等繁华路段增设带有无
线充电、音乐、太阳能照明等多种功能
的智能座椅，满足村民、游客多重需
求；对镇区的公厕进行“微改精提”，增

加热水、烘干机、音响、置物架等暖心
设施，从细节处体现城市温度。

在“美”上下功夫、在“暖”上做文
章。鄣吴镇持续提升城镇精细化管
理，让幸福触地可及。这个冬天，来鄣
吴，享受惬意幸福的慢生活。

安吉县鄣吴镇

精细化管理 扮靓城镇颜值
沈嘉毅 吴志英

安吉县鄣吴镇的“口袋公园”内，辖区居民坐在树下唠家常。
（图片由安吉县鄣吴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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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平区东湖街道美丽乡村临平区东湖街道美丽乡村（（图片由临平区东湖街道提供图片由临平区东湖街道提供））

周静 蔡婧竞

新形势下，如何发挥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的力量？杭州市拱墅区和睦
街道立足辖区实际，组织养老、托育、
医疗、家庭教育等民生服务方面的专
业人才成立了街道新联会，引导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扎根社区，重点聚焦

“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充分发挥专业
优势，服务群众。

和睦街道建立了“同心荟”新联
阵地及“和睦‘新联’助力共富创业实
践基地”。基地入驻了和诚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由其作为枢纽，统筹社区
现有民生服务类社会组织力量，同时
积极培育孵化新社会组织，打造汇聚

“新联”力量的联盟圈关爱“一老一
小”：为老人提供家门口专业全面的
居家养老服务，为婴幼儿家庭提供社
区普惠性托育服务及亲子教育类公
益服务。“基地‘大本营’虽不大，但我
们的服务触角遍及街道全域。”街道
新联会会长翟娟介绍。

据介绍，和睦街道新联会成员除
了管理运营好各自负责的服务阵地
外，还积极参与街道民生服务项目，

“银龄跨越数字鸿沟行动”“健康保健
公益课程和义诊”“科学养育公益培
训”“全职妈妈俱乐部”⋯⋯丰富而专
业的服务在提升辖区居民晚年生活品
质、提高婴幼儿科学养育水平、促进家

庭和谐、帮助女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爱有方’学龄前儿童关爱
项目是今年启动的新项目，目前已举
办了10次家庭养育读书会，进行了4
场亲子运动会，邀请专家围绕亲子沟
通开展讲座，还为一位需要帮助的妈
妈缓解了困境。”街道新联会秘书长、

“爱有方”项目负责人吕小惠如是说。
凝聚各方力量，“和睦‘新联’助

力共富创业实践基地”着力打造党建
引领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协同创
新、人才培育、智库建言、公益支持”
的“1+4”工作机制。通过联谊沟通、
座谈交流、项目认领的形式，在强化
思想引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进一
步激发和调动辖区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在推动“全龄友好”社区建设中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帮助其
实现职业发展。目前，由枢纽型社会
组织培育孵化的民生服务类社会组
织已达15家。“我们希望持续引进和
培育优质社会组织，为其提供创新创
业平台、嫁接辖区资源，在提供满足
辖区群众需求服务的同时，实现自身
的进步发展。”吕小惠介绍。

今后，和睦街道新联会将继续坚
持“社会化、平台化、资源化、项目化”
理念，持续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融
入基层治理和社会服务，为推进共同
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贡献“新”
力量。

“新联”服务民生
共绘和睦新图景

“新联”服务民生
共绘和睦新图景

“爱有方”学龄前儿童关爱项目公益培训课程 吕小惠 摄

浊水变清水，数字来监控，杭州市
临平区东湖街道探索千亩农田退水

“零直排”建设，破解农村面源污染治
理难题。

来到东湖街道李家桥高标准农田
边上，稻田一片金黄，一阵微风吹过，
能够嗅到阵阵稻谷香，风翻起层层麦
浪，一片丰收景象。但此处的农业面
源污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产生了
不小的影响。

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与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有机结合，东湖街道把握千

亩农田“零直排”建设试点行动的机

会，积极推进李家桥高标准农田退水

“零直排”建设。此次农业面源防治面

积 277264 平方米，东湖街道前期组织

专家通过实地调研退水流向、退水口、

退水量、降雨量等综合环境因素，评审

出符合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的实施方

案。

此次农田退水“零直排”建设巧用

生态滤坝构建可循环、可调控、零直排

的农田退水净化系统，较大程度防治

农业面源污染，并且采用生态治理与

智慧管控相结合的方式，搭建数字监

测桥梁，通过“智慧水环境”平台，就能

实时监管退水流量、水位、水质，便于

应对农田退水季节性变化，并及时做

出决策。

除了农田退水的防治，当地还请来

专业团队为农田退水汇水区打造了
5000 平方米小型生态湿地，集中开展
了汇水区环境整治与提升，清淤、清杂、
垃圾处置多措并举，全力构建健康的生
态系统，实现汇水区从浊水到清水转
变。

根据数据对比，退水污染物指标
有效下降55.4%，该试点工作已初见成
效，是东湖街道厚植农业和水环境绿

色发展的生动体现。
据悉，东湖街道推动农村农业污

染和人居环境整治有机结合已有多
年，借着农村生活“污水零直排”示范
村、农田退水“零直排”等试点建设的
东风，相关部门不仅将农村生活污水、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标准化，还配套建
成了生态主题公园、清水湿地等，农村
人居环境也改出了新面貌。

农村人居环境迎来新面貌

临平区东湖街道探索农田退水“零直排”
王佳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