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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荡街道在西湖区经济发展中区域
“含金量”颇高——一根聚集财富的“金
扁担”、一条上市公司的“金腰带”、一把
科技发展的“金钥匙”，这里汇集了阿里
Z 空间、天目里、莲花商务中心、浙商创
投等楼宇集群，辖区企业总量多、人口密
度大、行政执法检查难度大，如何解好

“一支队伍管执法”这道题？
两年来，古荡街道主动求变，在执法

体系的塑新塑优中，有机嵌入“五级塔防”
数字化指挥、“六要素”闭环管理、“政企共
管”执法场景，在既有经验和资源优势中
构建具有古荡特色的更优执法体系。

在线上，古荡街道依托西湖码、基层
四平台、数字城管、企服通、执法通等数
字平台，发现问题、上报问题，再由指挥
中心分析研判，根据事项涉及领域，协调
各部门统筹进行处置。

“企业检查涉及人力社保、市场监管
等多部门，一整套下来得跑三四次，现在
通过会商研判，统筹整合职能部门检查计

划，制作检查表单，只要在‘大综合一体
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平台上传表单，确
定检查内容，将企业信息进行系统关联，
勾选执法部门、人员，就能开展跨部门联
合检查。”在数智赋能下，古荡街道的执法
变得更智慧、更透明、更高效。据统计，
2023 年该街道已累计流转签收西湖码
4317 件，处置平安通 34536 件、网格通
7915件，智慧三件套告警出警12657件。

在线下，古荡街道将执法指挥中心
与“141”基层治理体系联动贯通，构建形
成“1 个指挥中心、2 个风险防控圈、4 个
应急管理圈、7个联合执法圈和105个基
层网格圈”的“五级塔防”体系，通过组建
公安、综合执法、交警、市场监管等 40 余
名队员的“一支队伍”，有机嵌入 7 个联
合执法圈，将“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与街道社会治理既有成效经验深度
融合，实现 1 分钟响应、3 分钟流转、5 分
钟现场处置的高效治理目标。

在各个部门的合力下，古荡街道不

断完善执法协调指挥、执法队伍监督、执
法事件处置、执法全过程记录、执法人员
考核、执法数据决策的六大要素运行机
制，重塑执法的全流程闭环体系。比如，

“执法协调指挥要素”实现全街域资源可
视化、多终端、灵活语音、快速位置等智
能高效指挥调度；“执法事件处置要素”
通过主动发现、快速处置的自查自处工
作机制，监管分离、高位监督的管理模
式，实现执法事件处置全流程闭环。

为减轻企业负担，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古荡街道不断优化“政企共管”场
景，变企业被动参与为主动作为，充分
整合挖掘政企双方资源潜能，探索企业
共管共享执法新模式。针对区域内单
车在楼栋路边违规停放问题，该街道组
织单车企业共同组建街面单车整摆队
伍，实现非机动车违规停放快查即办。
2023 年，处置共享单车 4 万余辆，为美
团、哈啰、青桔 3 家单车企业节省治理成
本20余万元。

指挥融合 高效管理塑新优

3 月 6 日，一支穿着不同制服的执法
队伍在浙商财富中心进行劳动关系检
查，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检查，“现在
检查明显没有那么频繁，而且分类、分
级，我们自己对应相关的工作做好自查，
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杭州蓝戴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说道。

城市管理的“根”在基层，“力”也在
基层。为实现制度体系与下沉力量的同
频共振，古荡街道不断夯实执法服务运
行的基础架构，从多跨、多事、多域“协
同”侧落脚，推动队伍聚合、人员整合、处
置融合、执法综合。

为此，古荡街道组建了综合行政执
法队，以文三西路为界，将辖区分为南北
两个区域分片监管，建立指挥中心、综合

协调、法制审核 3 个办公室，将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应急执法力量多跨协同，
编制成一、二、三及支援队共四支中队，
同时与“五级塔防”体系既有力量有机整
合，实现“一组二片三办四队五级”覆盖
全街域执法相关人员力量物理融合格
局，以人员布局的物理沉入先行，有效集
约执法资源、提升整体执法效能。

针对重点目标、重点项目、重点任
务，古荡街道以“四级例会”的议事会商
机制为切入口，汇总指挥中心、城建线、
城管线、平安办、行政执法中队、市场监
管所、劳动监察中队等多个条线问题需
求，通过“日会商+周研判+月分析+不定
期会商”模式分级分类分析、研判和处置
街道基层执法工作。今年以来，古荡街

道已开展会商 30 余次，实现多事项、多
难题综合研究、一会协同，在会商聚智
中不断激发队伍融合的化学反应。

为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的培养，提
高执法人员素质和办案能力，古荡街道
创新执法队员“分领域办案”模式，将执
法队分为基础组、自然资源环保组、人力
社保档案组等 5 个办案组，开展“紫荆花
大讲堂”，并邀请相关领域办案专家进行
培训，选取常见十大领域编制《古荡街道
分领域执法指南》，推动各细分领域专业
化办案经验以及能力的丰富提升，在细
分领域基础上着力“多域协同”，通过换
队实践或培训会议等方式促进信息共享
和经验交流，促进执法人员逐步从“专
科”向“全科”转变，不断增强实战合力。

执法联合 下沉力量促协同

“我们刚搬来这里，就收到了一张检
查清单，自己先对照自查，好好地查一次
就不会有大问题，我们也不用频繁应付检
查。”浙江银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
感慨地说。

为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聚焦平台
经济建设，古荡街道在“大综合一体化”行
政执法改革所带来的指挥体系融合、执法
力量联合基础上，围绕“行政检查计划统
筹”、执法监管“一件事”等改革实践措施，
发扬职能整合的整体政府理念，提振各监
管执法力量的联动效能，创新助力优化营
商环境的“提前走一步”前置服务品牌建
设，持续完善审管联动机制，大力推进审
批指导前置、风险化解前置、场景设计前
置等工作，实现审批加速落地、风险提前
化解、隐患有效防范，不断推进审批和监
管行为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企业项目审批往往环节复杂耗时，在
前期，古荡街道会根据各企业项目涉及领
域进行前置指导，帮助企业了解项目审批
要求，完善项目申请准备，加速审批流程
手续，在危化品、消防等重点领域组织专
家进行指导和技术支持，弥补基层业务能
力不足、监管能力不足、处置能力不足等
问题。对于审批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街道也建立与律师事务所的合作机制，由
律师团对遇到的问题提供专业的法律指
导，最大程度避免项目筹备过程中出现重
复的资源浪费情况。

据统计，前置指导工作开展以来，古
荡街道已服务保障了华商地块改造、东奥
口腔排水等30余个审批项目。比如，华商
地块改造的审批流程涉及土方处置、排水
排污、安全预评价等多个方面，需要提前
准备的材料多达 12 份，在综合执法、环保

等部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审批准备周期
缩短为原来的 80%，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

对监管执法事项运行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违法风险和违法后果，古荡街道尽量
将风险化解前置，提前进行一次性告知，
比如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生产、渣
土运输、噪声扰民等问题，开展事前警示
教育、政策解读和法律宣贯，通过“事前普
法+事中用法”提高行政相对人自身守法
意识和风险管控能力，“溯源式”遏制违法
行为，避免事后整改、施工中断、行政处罚
等影响项目平稳运行。2023年以来，古荡
街道已有效防范风险点6类多达260个。

职能整合 强化联动提效能

站在老和山上，向下俯瞰，杭州曾经的芦苇荡，如今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这方山脚下4.64平方公里的西湖区古荡街道，楼宇林立、商圈繁华，集聚了一批新金融、

新零售、科技信息等数字经济企业，拥有平台经济企业56家、上市公司8家、（准）独角兽企业10家。2023年，古荡街道实现税收101亿元，其中平台经济企业税收达

80亿元，占比超79%，位居西湖区第一。

古荡街道是西湖区平台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近几年，街道围绕产城共融，致力于将“云创、文创、科创”融入城市发展的脉搏中，奋力打造西湖区“平台经济第一

街”。

古荡街道平台经济数据增长的背后离不开“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保驾护航。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推进落实全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

过程中，紧紧围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这篇重要文章，根据地域结构、资源禀赋等特征形态，将全区11个镇街划分归类成城区线、城郊线、郊区线，以“三线并进”驱动地

域侧供给，为“推进改革更全面”提供最坚实保障，助力打造更优营商环境。古荡街道所辖区域属于西湖区的老城区范围，是现代城市功能型社区与传统村落型模式

并存、现代化商品房住宅区与传统型老旧小区交错、大量流动人口有机嵌入的综合化复合型街道，商业繁荣，社会治理难度大、情况复杂，被综合执法部门划为执法改

革的城区线，以基层治理的网格、小区、社区、园区、楼宇等既有治理体系融入为导向，以服务保障各辖区营商环境为根本牵引，用好用足街域现有资源要素，在老城区

地域格局里提升改革“绣花”功夫，打造特色基层治理体系。为此，古荡街道结合基层治理中工作集成、力量下沉、执法联动的需要，探索执法指挥中心与“141”基层治

理体系的联动贯通，将“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与街道社会治理“五级塔防”实践经验深度融合，全力破题基层执法队伍整合、执法资源集约、执法效能提升，助

力营商“软环境”成为古荡街道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西湖区西湖区

天目里

古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对辖区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周玥赟 摄

古荡街道数字化综合指挥中心 孙博宇 摄古荡街道“五级塔防”体系架构，打通全域基层智慧治理。

检查装修施工场所消防安全

执法队员劝导违规停放的非机动车车主

（本版图片由西湖区古荡街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