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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镇改市

2004 年 2 月，武义县后陈村成立了
财务监督小组，6 月 18 日又成立了村务
监督委员会，对村务民主管理监督机制
进行探索。这是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
会。3 名委员是在村两委成员及其直系
亲属以外的村民中，通过差额选举产生
的；村两委制定的村务大事和有关财务
收支情况，都必须接受他们的监督。

上图：2004年6月18日，武义县后陈村
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下图：
2024 年 2 月 27 日，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负责人向村民收集相关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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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5日，龙港市成立大会举行。温州龙港实现了撤镇设市的历史性跨越。从新中国成立时的5个小渔村，到改革开放初期崛起“中国农民第一城”，再到设立县级
市，龙港缔造了城市化的传奇、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传奇、群众幸福生活的传奇。龙港要发扬创新创业精神，加快建设成为市场化建城引领区、基层治理改革创新实践区、民营经
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努力打造新型城镇化的全国样板。

左图：20世纪80年代的龙港。右图：如今的龙港。

2003年6月27日，浙江省人大常
委会在全国率先通过关于公民旁听常
委会会议的决定。2003年8月18日，
是公民旁听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会议报名的第一天。这是群众首次有
机会旁听浙江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
这次旁听的机会是面向杭州市范围
的，共有15个名额。申请参加旁听的
公民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律师、个
体老板等，其中离退休干部和在校大
学生较多，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一半，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20岁。

上图：2003 年 8 月 29 日，15 名公民
在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
全体会议旁听席上。下图：2023 年 11 月
召开的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
会议上，来自湖州市南浔区和长兴县的
18 名公民，成为首批“云上”旁听的公民
代表。

率先建立
公民旁听省人大
常委会会议制度

首创“民主恳谈”
1999 年 6 月，温岭市松门镇以“民主恳谈”的形式向老百姓公开政务，将

农渔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科教兴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政府
要做的、群众密切关注的问题，每期设定一个主题向群众公开，征求群众意
见。民主恳谈每隔2至3个月举行一次，并将恳谈的主题、时间和地点以通告
的形式张贴在全镇32个村居，欢迎群众参与。党政领导对群众提出的问题逐
个当场解答，能现场拍板的，就现场拍板；一时解决不了的，承诺时限交办落
实；一些因政策、法律法规原因难以解决的，耐心予以解释宣传。镇里为此专
门建立了恳谈交办、督查和反馈制度。

上图：2002 年 9 月 18 日下午，温岭市新河镇城西村 192 名村民代表在村晒谷
场举行民主恳谈会。图为村民应德友在提合理化建议。下图：2024 年 3 月 5 日，青
年大学生探访温岭市松门镇，连线全国人大代表、温岭市石塘海上平安民间救助站
站长郭文标。

成为全国唯一“大综合一体化”
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

2022年1月30日，《浙江省加快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试点
工作方案》获中央批复同意。这意味着浙江率先探索的行政执法领域改革更
进一步，成为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浙江将健
全完善全覆盖的整体政府监管体系和全闭环的行政执法体系，加快构建全方
位的监管执法协同体系，按照既定目标，打造权责统一、权威高效“大综合一
体化”行政执法新格局，形成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改革成果。

上图：2022 年 3 月 2 日《浙江日报》报道《“大综合一体化”，探路行政执法改
革》。下图：“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后，碰上问题，执法队员都会管都能管。

出台全国“放管服”改革领域
首部综合性地方法规

发布全国首张责任清单
继2014年6月在全国率先晒出省级部门权力清单后，2014年10月31

日，浙江 43 个省级部门的责任清单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向社会公布，这是
全国出炉的第一张责任清单。公布的省级部门责任清单包括：43 个部门

的 543 项主要职责，细化具体工作事项 3941 项，涉及部门职责边界划
分的事项 165 项，编写案例 165 个，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555个，公共服务事项405项。
上图：2014 年 11 月 1 日《浙江日报》报道《我省发布全国首张

责任清单》。下图：浙江政务服务网权责事项清单页面。

建立全国首家省级人大
主办地方立法方面的网站

2002年12月，由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办的“地方立法网”正式开通，成为全
国第一家由省级人大主办的地方立法方面的网站。2004年起，省人大常委会
坚持每年登报并通过网络公开向社会各界征集立法项目建议，将公众提出的相
对集中的热点问题作为制定年度立法计划的重要参考，在立法工作源头上拓宽
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提高立法决策的科学性。

上图：2004 年 10 月 14 日《浙江日报》报道《浙江人大“开门”立法》。下图：2023
年 12 月 18 日，温岭市温峤镇人大主席团立法联系点就《浙江省绿色低碳转型促进条
例（草案）》召开意见征询会，听取意见建议。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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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5日，全国首个省、市、县一体化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浙
江政务服务网（www.zjzwfw.gov.cn）开通运行。浙江政务服务网是我省深
化政府自身改革的标志性、导向性工作，是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政务公开、
效能监察、互动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推进权力事项集中
进驻、网上服务集中提供、数据资源集中共享，打造扁平化、一体化的网上政
府，实现网上晒权、网上行权，深化网上办事。

上图：2014年6月25日，浙江政务服务网开通运行。下图：伴随浙江政务服务网
而生的“浙里办”已成为浙江面向企业、群众办事服务的总平台。

率先全面部署“大平安”建设率先全面部署“大平安”建设
2004 年 1 月 29 日，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

“平安浙江”的设想；5 月，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建设“平
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浙江成为全国最早提出并全面部署“大
平安”建设战略的省份。

上图：2004年，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通过多种形式，着力突出专群结合、人技防
结合和“打防控疏”结合3种治安新模式，营造治安防范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氛围，共
织“平安网”。下图：2024年5月6日，首届平安浙江文化周暨全省平安文化体验活动
在杭州武林广场启动。

率先实现
省市县三级行政复议局全覆盖
我省在全国率先部署开展行政复议体制改革。2015年，我省在义乌试点

成立全国首家行政复议局，2019 年 6 月实现省市县三级政府全覆盖。2020
年，“浙江模式”被中央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采纳。我省在浙江政务服务网、

“浙里办”APP开通行政复议网上申请，实现全省申请行政复议“零次跑”。市
县行政复议局还依托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镇司法所、社会治理中心，设立行
政复议基层联系点和服务窗口。

上图：2015 年 9 月 12 日《浙江日报》报道《义乌成立全国首个行政复议局》。
下图：衢州打造行政复议“法医生”品牌。

全国首例“民告官”案
1988 年 8 月 25 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全国首例农民起诉政府案

件，这是全国首例民告官案。1985年，农民包郑照经镇城建办批准，建造了三
间三层楼房。1987年7月4日，县里以包家的房子建在防洪堤上为由，将包家
已竣工落成的楼房拆除。为此，包郑照分别向县人民法院和市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县政府，要求经济赔偿。

上图：1988 年 8 月 26 日《浙江日报》报道《全国首例农民告县府案昨日在苍南县
开庭审理》。下图：2020年12月23日，在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柯城区人民法院供图

首创“三治融合”
2013年，桐乡率先探索以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为特色的基层社会

治理新模式，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合力。德治促人向善、法治定分止争、
自治激发活力，三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核心内容是强调公众的
参与，发挥公众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桐乡首创的

“自治、法治、德治”，被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
上图：2014 年，桐乡“道德评判团”评议不文明现象。下图：2018 年 5 月，桐乡市

“三治融合馆”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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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国首个楼道党支部建立全国首个楼道党支部
2002年7月18日，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杭州下城区王马社区科

普楼党支部诞生。下城区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社区党建和楼道党支部
建设的文件，全面推广社区党组织为民服务工作法。楼道党支部的党员一般
在15人以上，由一个或几个相邻的楼道党员组成，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活动。

上图：2002 年 7 月 18 日，杭州市王马社区楼道党支部(科普楼)成立，这是我国
第一个楼道党支部。下图：王马社区楼道党支部开展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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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30 日，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这是全国“放管服”改革领域首部综合
性地方法规。

上图：2017 年 4 月 5 日，杭州市在市区范围内全面实现不动产交易与登记“最多
跑一次”。下图：当前，我省充分发挥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关键一招”作用，加快打造
更多改革标志性成果。图为群众在景宁政务服务窗口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