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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新城东河路，李红阳一早就出摊了，她利用“摊省心”应用申请摊位后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摊位。
这种创新流动商贩数字化管理的新模式，包括备案登记、和合积分、信用评价，根据摊位类别和经营时间在合适位置设置摊位，实现摊位摊贩智能匹配，让流

动商贩不再“流动”，实现有序健康经营。
在台州，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方式有很多，利用数字化场景只是其中之一。去年，台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推进网格管理，优化服务，加

快数字化改革赋能，在管理办法上不断创新，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让台州这座城市每天都有可喜的新变化。

与人们印象里的城市形象不同，黄岩孔园旁边就是 72巷，这里没有多
少高楼大厦和封闭式小区，巷口是统一门牌样式的商铺，深入巷弄，入眼的
尽是灰白的墙面和老式的宅楼，一下子就有了老城的风貌。

到了傍晚，孔园旁边总有很多“访客”，他们走走停停，说些家长里短，这
里的巷道，如今还能寻到过去的影子。

“原本这里只是一个老街区，去年创建‘和合街区’，街长恳谈会、便民服
务点等活动层出不穷，眼瞅着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好。”谈起孔园这一带的变
化，家住附近的朱女士深有感触。

“‘和合街区’其实是一种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台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机
动大队副大队长尹传贤说，将“和合文化”融入执法管理实践，全域开展“和合街
区”创建，目的就是建立政府、社区、居民共建共管共治的街区治理新格局。

在仙居，“和合街区”创建就融合了执法管理方式，在街区实行“三色挂
牌”动态管理。以门前三包责任区域为界限，针对市容秩序涉及的占道经营、
生活垃圾分类、非机动车停放、污水直排等问题，明列商户行为和管控情况
等负面清单。

执法队员们定期开展评估，对完全达标的商户才能悬挂“绿牌”。
在尹传贤看来，通过创建“和合街区”，各地管理更精细，执法更精准，为

民服务更便捷，邻里关系更和谐。
各地综合行政执法局还将党支部建到基层中队，推进党建引领物业小

区自治，凝聚多元共治合力，各执法中队也在强化与镇街、各行业主管部门
之间的协作，逐步发挥大综合一体化体制优势。

在创建“和合街区”过程中，各地也结合实际不断创新，实现“一街一
品”，深化勤务机制改革，优化治理效能评价机制，构建扁平化治理体系。还
强化优质执法服务，落实常态化矛盾纠纷调解，保障街区公共设施安全有效
运行，打造特色街区环境，形成多重共享机制。

目前，全市已创成首批 16个示范“和合街区”，项目入选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项目化管理清单。

在玉环坎门的海城和合街区有 100多家商户。这些商铺门前都贴着统
一的“二维码”。

“手机一扫，就可以查阅店铺信息，包括证照和信用状况等。”玉环市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坎门中队街长叶逢春说，他们经过前期走访，为每个商铺都
建立了电子档案，形成二维码，就像有了“身份证”。

这是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家”中的一项试点项目，通过“一店
一码”信息化管理，探索新型高效的“智慧城管”方式，让执法有痕迹、可追溯。

近年来，台州市类似的城市管理数字化改革赋能的成效愈加明显，基层
治理“和美街区”系统被列入省“浙里城事共治应用”，天台流动摊贩执法管
理应用场景“摊有序”获省第二批最佳应用。

台州市区污水设施实施主体多，存在管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近日，台
州“椒江排水在线”上线，地下密“网”实现电子信息透明化。

基于管网关键节点感知设备，平台可以对超标、过载、设施不正常等各
类风险进行分类分级预警、报警，结合风险处置辅助决策系统，发出处置指
令，形成标准化闭环管理流程。

智慧城管，也让城市治理更为高效。台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搭建了“空
中城管”平台，在全省系统首次组织无人机飞手集中培训，推进城市执法管
理智能化；在违法停车、越店经营、流动摊贩、垃圾偷倒等多个领域安装智能
感知神经元，实现智能识别、一键提醒、智能派单；推进“全省通办”“全市通
办”工作，56个事项全部接入政务服务“一张网”，实现“一网通办”。

完善城市管理，更好地服务群众，台州还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基本
构建了“大综合一体化”体制架构。推动执法事项划转，梳理全市综合行政执
法事项1161项，占执法事项比例21.94%；全面推广乡镇（街道）“一支队伍管
执法”，市级和各县（市、区）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统一挂牌成立，逐步形成责
权统一、精简高效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在执法过程中，该局还实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推广“教科书式”执
法，实行执法质量季度研讨，建立行政执法职责争议处理机制，推进行政执
法建议书制度，综合行政执法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单一执法转向系统治理。

每天晚上7点，家住椒江万家华庭的胡女士都会准时下楼扔垃圾。她出
门前，根据垃圾种类进行分类，各自打包。

“起初并不习惯，觉得麻烦。”胡女士说，自从小区施行垃圾分类定点
定时投放后，她就学着将垃圾分类，才知道垃圾分类是维护良好环境的必
要过程。

现在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可以熟练地打包分类。
去年3月，香格里拉、万家华庭正式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撤桶并点、两定

四分”模式，是椒江首批试点小区。
在小区的定点投放亭，还设置了专职督导员，引导前来丢垃圾的居民对

垃圾进行分类投放。
不仅是椒江，全国生活垃圾示范市创建已经在台州全域推进，全面推行

“撤桶并点、定时定点”，目前已有503个小区实施“撤桶并点”，301条商业街
实施“定时定点”分类收运，新建垃圾集中投放亭 1558个，创建省级高标准
示范小区129个，查处违法行为5446起。

台州在住建部首次 76个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评估中进入前
十名，评定为第一档成效显著城市。城镇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
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99.49%。

垃圾分类、厕所、物业，“三个革命”看似都是抓小事，但都关系着民生福
祉、关系着文明程度、关系着城市品位。“三大革命”牵动着台州追赶超越的
前进步伐，也获得了众多市民的点赞。

去年，台州的物业小区综合治理不断深化，开展红色物业、法治物业、阳
光物业创建，小区家园更加和谐。实现全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考评率100%、
物业服务企业信息公开率82.2%。新培育“党建强、发展强”物业服务企业20
家，新建“红色物业”示范小区100个。

同时，公厕服务品质也在大幅提升，全市公厕一张图数据采集和智慧公
厕项目完成开发，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公共厕所服务便利化。去年，全市新建
改建城市公共厕所44座、服务提升47座、引导开放57座。

最近，在临海灵湖景区锻炼的人们发现，西阳遗韵区域的音乐喷泉形态
已经越来越清晰。

喷泉项目建成后，可以演示各种激光水舞秀、水幕电影等，喷泉最高可
达百米，将成为临海最大的漂浮式水上喷泉。

“城市也需要有机更新，就像细胞的新陈代谢。”台州市智慧城管中心负
责人黄阳说，只有持续性的更新改造，才能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

去年，台州聚焦城市更新，打造“印象台州”城市管理品牌。按照“分期
改造、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整体提升”的思路，采用微改造等“绣花”功夫，
围绕城市街区、城市公园广场、园林景观大道、城市公厕和环卫中转设施
等项目重点打造 125个有机更新样板工程，新建 10个生态型垃圾中转站
（转运站）。

“集约化提升城市功能、景观形象、文化特色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可以形成
一批有显示度的‘印象台州’城市亮点。”黄阳说，这对提升城市品质非常重要。

城市焕发生机，台州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还用绣花功夫，将精细管理延伸
至城市街角。

去年，台州在全省率先出台《城市精细化管理评价指数》《城市市容市貌
管控和评价标准》，推进有机更新改造、基础设施、形象品质、服务保障和城
市管理安全运行等八大提升行动。

“我们每个月都会到各县市区走访，对基础设施、市容市貌等涉及城市
的方方面面进行评价。”城市管理第三方评测公司负责人周先生说，根据评
测情况，他们再将问题清单提供给台州市城管委。

不仅如此，台州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还建立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发现机
制，推进长效管控，建设建筑垃圾监管一件事和监管平台，资源化利用率提
升到70%；牵头开展城市运行安全领域“遏事故”攻坚战，城市供水出厂水、
管网水水质合格率100%；坚持严厉打击燃气违法行为，全年城镇燃气安全
形势总体良好。

在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同时，群众的获得感也在不断增强。根据调查显
示，目前台州市容环境秩序满意率达到96.79%。

台州台州：：数据引航数据引航，，““绣绣””花城市风景花城市风景
数字化赋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数字化赋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创建创建““和合街区和合街区””提升幸福感提升幸福感 ““三大革命三大革命””在台州全面落地生根在台州全面落地生根

探索新型高效的探索新型高效的““智慧城管智慧城管””方式方式打造打造““印象台州印象台州””城市管理品牌城市管理品牌

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人员在社区做政策宣传。

“和合街区”创建让生活更加美好。

垃圾定时定点清运。

市政工作人员清除积水点。黄岩江北公园景观工程黄岩江北公园景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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