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监管缺位……这是曾经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为破解难题，浙江率先探索行政执法领域改革，成为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
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

自改革启动以来，台州迅速部署，持续优化机构设置、整合执法力量、数字赋能体制、健全配套机制，成立以市委书记、市长双组长的改革领导小组，成
立改革专班和指导办，打出一连串高效治理组合拳，加快打造改革硬核成果。

台州台州““大综合一体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行政执法改革
下好基层治理下好基层治理““一盘棋一盘棋””

一体融合一体融合 整体智治整体智治

现场证据在移动终端上传，点
击发起移送，经审核通过后，案件就
能通过证据共享平台移送至综合行
政执法局。5月中旬，一起涉嫌河道
非法采砂的执法案件在临海市水利
局水政监察大队办公室完成了证据
电子化移交过程。

仅用时10多分钟，水利和综合
执法两个部门的执法人员就完成了
从证据移送到接收的全过程。这是

“行政执法证据共享”应用试运行以
来，案件证据首次正式经由平台在
两个不同的执法部门间进行流转，
在浙江省尚属首例。

从5月初开始，临海市便在全市
范围内推广“行政执法证据共享”应
用。临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委
员陈国说，该应用彻底改变以往跨
部门执法案件使用公函往来模式。
现在，从发现违法现场，到实现证据
移交，全程数字化操作，办案时间缩
短60%以上，大大提高了办案时效。

可以说，这是证据从发现、采

集、入证、管理到出证全流程电子化
带来的最直接利好。

台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徐高献介绍，“共享”是该
应用打造的初衷和核心理念，通过
打通检查环节和处罚环节的证据互
认共享通道，贯通法院非诉执行、行
政诉讼等系统实现案件在线移交和
证据共享，破解执法部门之间、执法
部门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电子证据互
认和移送的难题。

今年以来，台州市承建，全省唯
一的“行政执法证据共享应用”开始
推广，已取得电子化证据 14.8 余万
件，证据电子化率达86.29%，应用办
案1.39余万件，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效
率提升60%以上，并获评2022年度台
州市数字化改革第一批“最佳应用”。

徐高献还算了一笔账：全程通
过电子流转送达，办案时长从平均
15天缩短至5天，按照我市年均办案
8.5万件测算，预计可节约办公经费
1700多万元。

“证据共享应用”打通
部门证据信息壁垒

在黄岩区北洋镇，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2500平方米的新办公楼已经正
式启用，整合“1+8”支执法队伍共计
44名正式队员进驻集中办公。随着改
革进入深水区，未来这里将成为基层

“七站八所”的新集合地，吹响“大综
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集结号。

北洋镇镇长、综合行政执法队
队长张剑介绍，北洋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是第一批挂牌成立的乡镇执法
队伍，目前，全面承接 16个领域 537
项行政执法职能。乡镇有权了，许多
之前“看得见，管不了”的事就变得

“看得见，管得着”。
根据规划，执法队下设综合协

调、法制审核、综合执法 3个专项工
作组。其中，综合执法组根据管辖范
围、高频执法事项情况，以专业化、
功能性为导向，采用“功能+网格”模
式，实行大片区执法，并辐射周边三
乡。以片区为网格组建 5 个执法小
组，负责全部赋权事项，并差异化配
置各领域执法力量，确保力量更集
聚，执法更协同，运行更顺畅。

在温岭市，“小赋权”模式得到
更为充分地发挥。在符合省市要求

的高频多发、易发现易处置、专业要
求适宜的赋权前提下，该市充分考
虑乡镇（街道）承接力，让基层属地
管理权与执法权相匹配，构建综合
行政执法属地管理的闭环，稳步推
进赋权赋能。

从今年 1月 1日起，温岭市人民
政府将 91项涉及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建设、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管理、
消防救援等7个管理领域的全部或部
分行政处罚权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
查权、行政强制权，调整由新河、松门
等11个镇人民政府行使，以自身名义
行使，实行综合行政执法。今年1月，
温岭新河镇作出台州首个以镇街为
执法主体的行政处罚决定。

全面梳理执法事项清单是改革
的第一步。目前，台州已梳理完成综
合执法、专业执法、乡镇（街道）赋权
事项、高频执法事项、“零发生”事项
等 7 张清单，全市执法目录总清单
5674 项，其中综合行政执法清单
1448项，占比25.52%，明确了各级各
部门监管执法职责。在台州全市，以
乡镇（街道）为执法主体一般程序案
件立案3263件，结案2446件。

赋权基层，让镇街
“看得见，管得着”

“你这种普通的橡胶导管不安全，是不合格的，应该使用金属波纹管。”在
玉环清港镇工业园区A号疏导点内，一名“红马甲”正在清港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的执法人员引导下参加疏导点管理志愿工作。

这名“红马甲”本身也是疏导点内的一名摊主。数日前，他在清港镇综合
行政执法队入疏导点“综合查一次”行动中因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
燃气行为面临行政处罚，这天正是他的“公益减罚日”。

自全省“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推进会召开后，玉环市先行先试、
大胆实践，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率先探索建立柔性执法体系，推进包容审慎监
管，变“重管理”为“细服务”、变“严罚式”为“容错式”，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
度。

去年9月，玉环就印发了《行政执法领域实施轻微违法告知承诺制工作方
案》，梳理了第一批首违免罚清单，涉及217个违法事项，包含渔业安全、道路
运输、公墓管理、农产品、矿产、市容、市政、水行政等27个领域。

在轻微违法告知承诺制的基础上，如今台州还推出“公益减罚”理念，对
不符合首违不罚的其他轻微违法行为，允许违法行为人自愿在公益岗位上以
提供服务的形式来折抵罚款。

在黄岩西城街道，一位销售橘子的摊主再次违法，按照程序应当予以罚
款。西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考虑到她家庭条件困难，且态度诚恳、纠错
及时，在征求摊主本人同意后，安排她参与了“公益减罚”。

除了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归并行政检查事项，减少检查扰企扰民，台
州探索建立的“首违不罚+公益减罚+轻微速罚”的柔性执法体系，也在优化营
商环境，对违法主体轻微且没有造成明显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责任人，免除
首次轻微违法的处罚。对违法事实和法律适用没有异议的行政案件，简化程
序，快速处理，彰显执法温度与效率。

黄岩区西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陈艳说：“公益服务与处罚相结合，不仅
让处罚对象感受到执法温度，群众的接受度和违法行为整改率也大大提高。”

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长潭库区是300多万台州人民
的“大水缸”.

针对库区存在多头执法、力量
不足等突出问题，黄岩区打造水源
库区“一支队伍管执法”，梳理形成

“长潭库区水源地”监管一件事处
置流程，集成采石采砂、危化品监
管、水质监测、违章建筑等重点监
管事项，构建“监管执法事件模型
库”推进多跨场景应用。

自实施以来，已形成 1分钟响
应、3分钟出门、15分钟到场的快速
处置圈，综合执法效率提升 33%，
群众信访件下降 36%，基层治理效
能进一步激发。

据统计，长潭水库坝口国控断
面今年 1-11月份以来水质达到地
表水 I类水质标准。

构建高效协同的监管执法体
系 ，促 进 物 理 整 合 转 向 化 学 融
合，用“一支队伍管执法”优化执
法流程，实现“许可审批—监管
检查—处罚办案—执法监督—
效 能 评 价 ”大 闭 环 ，正 是 乡 镇
（街 道）加 强 基 层 治 理 、整 体 智
治的做法之一。

在全面推进过程中，台州全
市精简执法队伍 38 支、执法编制
196名；各县（市、区）全部出台“县
属乡用共管”制度，差异化配置执
法力量，推动 3465 名执法人员根
据不同条线工作特点，以派驻式
或联系式分类下沉到重点乡镇
（街道），全市执法力量县乡占比

达 92.29% ，乡 镇（街 道）占 比
73.18%，不断夯实“金字塔型”的
执法队伍体系。科学精准下放执
法权限，93 个乡镇（街道）以赋权
模式开展“一支队伍管执法”，创
新“一支队伍管执法”进海岛、进
景区、进园区等做法，实现“一支
队伍管执法”全覆盖。

在路桥区蓬街镇，一支由生态
环境、应急管理、综合执法等33人组
成的综合行政执法队，从3月1日开
始，正式行使 26个领域 673项行政
执法职能。

在蓬街镇副镇长泮鹏看来，
“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就是希望
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方
式，逐步消除政府职能分工过细
的弊端，让部门执法形成一个整
体，提升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执
行能效，从而让企业和群众少跑
腿、零跑腿。

“进一次门、查多件事、全面体
检”的新模式，也正在扭转行政执
法“九龙治水”困局，有效破解企
业、商家面临多部门频繁上门检查
的窘境。

目前，台州已在疫苗、药品、
特种设备、危化品、交通运输、生
态环境、教育培训、城镇燃气等重
点领域开展监管执法专项行动，
办理案件 9500 余件，“监管一件
事”拓展主题 12件，其中有 7件主
题在全省推广，占全省设区市新
增推广总数的 60%。

“一支队伍管执法”提升
“监管一件事”执行效能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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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违法告知承诺学习室轻微违法告知承诺学习室

数字赋能城市管理数字赋能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城市管理““看得见看得见，，管得着管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