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龙治水”化为“攥指成拳”

慈溪全面推行“大综合一体化”执法改革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对接你

们 。 下 周 起 ， 我 们 就 是 一 家 人
啦。”6 月 24 日，慈溪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副总督察卢研技参加完
每年一度的禁渔期联合执法协调
会后，情不自禁地握住该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党组副书记许文杰的
双手，提前祝贺起两支执法力量
在镇街“会师”。

据了解，去年底，慈溪市率
先 在 桥 头 镇 试 点 “ 大 综 合 一 体
化”落地改革，从予以保留的 8
支专业执法队伍里，抽调精兵强
将充实一线，与慈溪市综合行政
执 法 局 桥 头 中 队 打 通 人 员 、 专
业、权限等“壁垒”，实现桥头镇
综合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统管统建
新模式。5 月，慈溪市新增古塘
街道赋权，并一举推出 7 个拟赋
权 镇 街 时 间 表 ， 拉 出 改 革 “ 满
弓”之势。

龙山镇是慈溪市毗邻宁波中
心城区的东门户，“区镇合一”调
整后，原开发区中队与龙山中队
合并，地界管辖形势更趋复杂。
长期工作压力让中队长沈忠权养
成了一上班就浏览宁波市建筑垃
圾监管系统的习惯，前不久一辆
清运车后半夜不寻常的行驶轨迹

便牵出驾驶员“接私活”违法处
置渣土的案件。

沈忠权介绍，这套俗称“土
盾 ” 的 平 台 上 线 后 ， 结 合 慈 溪

“城警联勤”联合执法构建的“天
网”共享权限，龙山镇渣土监管
已走上正轨，一座崭新的消纳场
地即将投用，堵疏之势已成。“一
支队伍体现政府整体力量，符合
群众诉求与期待。”他说，比如养
犬条例区分重点和一般区域，但
百姓投诉可不管这么多，流浪犬
更不会懂。“单论犬只捕捉，只有
一支第三方队伍。没必要推诿。”
沈忠权说。

数字化红利赋予“大综合一
体化”改革“神行”之功，更多
僵局困局仍然亟待服务监管执法

“一体化”来破解。慈溪市汽贸重
镇逍林低端产业结构遍布街巷，
国有土地与村民自留地纷纷冲上
二手车交易、小微汽修门店滋生
阵地。中队长沈鑫感叹道，全市
没有比逍林更迫切期盼“一支队
伍管执法”了。

废机油污染、跨门占道、超
长 车 违 停 、 拒 划 公 共 泊 位 ⋯⋯

“不要说群众投诉找不到门，连执
法人员巡查途中，有时也喊不齐

联 合 各 方 。” 他 说 ，“ 监 管 一 件
事”“综合查一次”都是这次改革
的标志性成果，当“九龙治水”
化为“攥指成拳”，必将终结逍林
镇产业功能监管乱象。

据了解，慈溪市将于 6 月底
把 1600 多项综合行政执法事项中

“高综合、高频次、高需求”的执
法权限以“一镇街一清单”逐步
赋予 7 个拟赋权镇街。为此，慈
溪市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集
中抽调全市机关公职律师，全部
结对各基层镇街，为 《慈溪市公
职律师结对赋权镇街方案实施意
见》 颁布打下根基。

据慈溪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
制科科长张赋介绍，“3+1”案件
审查机制为这次大范围改革提供
了基层保障。简易自办、复杂众
帮，疑难案件必须进入“模拟法
庭”，“大综合一体化”检察室、
法庭、司法联络制应运而生。“把

‘蓝军’砥砺成办案流程最硬的
‘磨刀石’，才能真正打造出‘大
综合一体化’执法‘红军’。”她
说。

前不久，宗汉街道伊顿花苑
联排别墅区一起阳光房搭建案上
了该局“模拟法庭”。东户利用与隔

壁过道空间封闭施工，并已事先取
得物业公共空间使用知情同意书，
改造前无异议的西户待实际完工
后感觉影响过大提起投诉。“业主
百分百同意，亦需遵守法律法规
为前提。”一通辩论后，“模拟法
庭 ” 以 “ 改 正 无 法 去 除 妨 碍 事
实”为由判定东户拆除阳光房。

违建常为打“擦边球”，当事
人心存碰运气意识。但沿街店铺
经营装修行为则不少属“无心之
过”。慈溪市老城区浒山街道“辣得
叫”川菜馆老板就尝到了普法守法
的甜头。油烟净化器多清洗、隔油
池常查看、后厨菜品严管理⋯⋯他
表 示 ，从 门 前 广 场“ 综 合 执 法 驿
站”普法活动中受益颇丰。

“ 一 站 四 点 ”， 融 执 法 、 普
法、监管、服务于一站。浒山中
队中队长姚毅说，慈溪市“大综
合一体化”改革推出“1+8+x”
大执法模式，借势社会律师、志
愿者、城警联勤，将综合执法、
专业执法 9 支队伍捏拢一块，每
个“综合执法一站”每天 18 小时
在岗制，实现小事不出街区，难
事不出街道，群众从改革中有了
很强的获得感。

（杨绪忠 霍卫国 黄逸）

“今天是我在这个街道工作的
第 5 年 8 个月，期盼这项改革真的
很久了。”6 月 24 日，在慈溪市古
塘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妤吉发出这
般感慨。王妤吉的期盼是指上月刚
刚被赋予属地管理、基层执法、统
一指挥“三权”的“大综合一体
化”执法改革。

2016 年，初任古塘街道专职
副书记时，王妤吉曾带着社区干部
一趟趟奔波在数千家沿街店铺前进
行环境整治。她注意到不少餐饮店
没有按照要求安装隔油池，存在环
境卫生和消防的隐患。但在进行执
法整治时，却发现由于多个部门的
行政审批程序不同，而造成相互推
诿的现象，致使整治进度缓慢。

“城管想要执法，需要住建部门出
具管道建设和排污意见。而住建部
门人力有限，量大面广的沿街店铺
现场确认存在困难。这一时成了解

决问题的死结。”由此，王妤吉萌
生了探索联合执法的可能性。

2020 年，一份网络舆情领导
批示件转到王妤吉手上。已任古塘
街道办事处主任的她当即召集市场
监管所、生态环境所、消防站、司
法所等部门配合综合执法中队联合
出动，指派街道政法书记牵头，一
举破解纵横十余条主次干道两侧餐
饮店油烟扰民顽疾。“联合执法模
式，让我尝到甜头，屡试不爽。”
王妤吉介绍。

“如今，‘大综合一体化’执法
改革已全面启动，我们正将 1329
项执法事项全面梳理，整理出其中
高频发生的 100 余项，计划以此为
突破口，逐步推进改革，使已有的
联合执法升级到‘一支队伍管执
法’。相信改革会更好惠及民生，
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大大提升。”
王妤吉如是说。

“期盼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大提升！”

一位街道书记眼中的
“大综合一体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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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海清

6月13日，宁波市“千名干部
助企纾困”精准服务活动动员部署
会召开。1000 余名政治过硬、业
务熟悉的干部，奔赴企业一线开展
服务。

据媒体报道，在宁波市医保
中心副主任余忠伟的牵头下，宁
波 凯 峰 公 司 的 现 金 流 、 生 产 成
本、市场开拓等困难，有了解决
办法；宁波市科技局干部廖微微
到企业纾困，政策“礼包”让受访
企业点赞……

助企服务员的故事，让人深受
感动，他们既有好主意，又有好作
风 。 助 企 服 务 员 ， 是 一 个 新 称
呼，却有着老传统。每当重大任
务关头、重要发展节点，机关干
部 都 会 进 农 村 、 进 社 区 、 进 企
业，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当下，
经济下行压力大，干部到一线助
企纾困，是市委、市政府的精准

决策，也是机关干部的“分内之
事”。重点工作与机关作风息息相
关 ， 这 次 ， 助 企 干 部 下 沉 到 企
业，重在用心帮、用力帮、帮到
点子上，不负众望。

对于机关干部下基层，群众
历来有两种态度：欢迎干实事的
人，反感搞形式主义“作秀”的
人。曾几何时，一说到下基层，
有的干部就喜欢到先进单位“扎
堆”，到热点企业“凑热闹”，企
图“蹭热度”“捞政绩”。按照宁
波老话，这叫做“鸡啄啄、鸭啄
啄”，让企业无所适从。这次下企
业，有言在先，无事不扰；只做
事，不“作秀”，只帮忙，不添
乱；不允许到运转正常的企业“瞎
指挥”。

企业欢迎的干部，应该是不怕
苦、不怕难的。这次下企业的干
部，强调政治过硬、业务熟悉，体
现的是务实品格。

体现主动性。宁波鸿地科技有

限公司正在为遭遇的困境犯愁，这
时，一位助企干部从有关资料中看
到，公司用电量大幅下降，判定企
业经营异常，提出了打通下游市场
的办法。企业方一听便知，对方是
行家里手。这位主动作为、上门服
务者，是宁波市经信局的助企干部
杨世兵。体现专业性。助企干部献
计献策，大多严谨周到、合法合
规、切实可行；不当“大忽悠”、
不出“馊主意”、不留“后遗症”。
体现持续性。助企纾困是一项大任
务，他们以“做好了”为原则，不
以“做过了”去应付。宁海县一位
助企干部，帮助企业办理技改资金
补助，一再承诺：“这个问题，我
会一直跟踪下去。”这给企业吃了

“定心丸”。体现无私性。助企干部
在一线默默奉献，是用实际行动践
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值得
称道。

干部下企业，既推进了重点工
作，又锻炼了自己。机关干部的优

势，在于熟悉政策，善于协调与沟
通。可是，也难免有按部就班、办事
拖拉的“机关病”。到了企业一线，环
境倒逼作风转变，既不能“娇”，又无
法“骄”，得“大嗓门”说话、“大脚板”
走路，风风火火办事。

过 去 ， 干 部 下 基 层 ， 有 只
“亲”不“清”的问题。这次，市
纪委明确“八个绝不允许”，为助
企纾困稳定经济提供纪律保障。助
企 干 部 与 企 业 相 处 ， 要 把 握 住

“清”的界限。干部要严守纪律，
管住自己的嘴，不在企业吃吃喝
喝；管住自己的手，不收礼品礼
金，不报销发票，为亲友介绍工
作，也要避个嫌。总之，要在助企
一线彰显好作风。

在助企一线彰显好作风
戈岩平

“20 日加油 31.18 升；23 日加
油 42.59 升……”今年 4 月下旬，

“应用平台”发出一条红色预警，
显示某镇两辆公车存在频繁加油的
异常现象。鄞州区纪委监委立即着
手调查，最终相关人员受到严肃处
理。

据报道，这里指的“应用平
台”，是乡镇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
用平台，这是鄞州区今年以来通过
数字化手段，打造的基层干部管理
监督应用场景，其核心是通过数据
碰撞，实现了异常数据“一秒亮
灯”、疑点问题“一网掌控”，实现
对乡镇公权力事前、事中、事后全
流程在线监督。

现实中，包括乡镇公权力在内
的基层管理权限面大量广、基层自
主权大、廉政风险隐患多。蚁多而
毁堤，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
在基层小微权力运行监督方面出现
的短板和漏洞，不容小觑。如何加
强对基层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一
直以来都是干部日常管理的重要课

题。
基层监督难，难在精准。相比

传统的受理群众举报后开展核查、
抽查等方式，大数据督查具有快
捷、全面、准确、主动等多种优
点，解决了发现问题难、排查问题
不精准、挖掘问题不深等现实问
题，能有效提高纪检机关主动发现
问题的能力。

基层是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也是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走向纵深的重要一环。在互联
网迅猛发展的当下，推进传统监督
手段与现代信息手段深度融合，不
仅是织密基层权力运行的“笼子”
的有效方式，更是把全面从严治党
向末端延伸、向深处推进的有效手
段。

不仅如此，与传统监督模式相
比，大数据监督更具及时性，这一
特质既有利于对干部问题线索的即
时掌控，第一时间作出预警反应，
又将干部监督关口前移，把问题解
决在初始之时、萌芽状态，最终为
基层公权力运行即时纠偏、精准护
航。

大数据监督：
为基层权力运行精准护航

卢玉春

最近，《半月谈》 记者发现，
时下一些部门特事特办常以“白头
文件”、内部通知、微信指令等形
式下达，缺少正式文件，还要马上
执行。基层干部常常因此陷入“既
要特事特办，又要依法依规”的两
难窘境。

何谓特事特办？简而言之，就
是特殊的事情要用特别的办法来办
理；深一步说，就是特殊事情的办
理可以不按常规，可以突破规章制
度，有所变通。

改革开放初期，沿海经济特区
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允许大胆
闯、大胆试，有一些不同于内地的
优惠政策。比如，对前来投资的外
商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待遇、放宽
利用外资建设项目和引进技术的审

批权限、允许外商兴办独资企业
等。后来，特事特办逐步泛化，多
用于政府机关对一些特殊事情的处
理。

笔者以为，现如今，对政府部
门来说，特事特办，不是不可以
有，但不可以动不动就要求基层特
事特办。这其中有“三难”，值得
思考：

标准难定。由于权力边界不
清、监管缺位等问题，一些特事特
办走偏变味。是因为什么是“特
事”、谁来定“特事”、为何要“特
办”、如何去“特办”，没有统一标
准。这样，就有可能导致特权盛
行，权定“特事”、权授“特办”，
大权“大特”，小权“小特”；又因
其操作空间大，有滋生腐败的风
险，一些干部乱作为。比如，有人
打着特事特办的旗号，趁机多贪多

占，“私事特办”了；有人为迎合
领导，明知不能办，还是硬着头皮
办，“违心特办”了；有人没有责
任心和规矩意识，把特事特办当

“挡箭牌”，“特事胡办”了。凡此
种种，不一而足。

规范难逾。现在，无论是法律
法规修订，还是制度政策出台，都
会广泛征求民意。加上，“放管
服”改革不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
加速推进，以前许多特办的事情，
现在已不再需要特办了。就是说，
什么事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什
么事该由谁办、不该由谁办，已要
求具体、程序明确，特事特办就容
易与制度规范、法律法规产生冲
突。在基层，拼命想两全，结果却
两难。用一些基层干部的话说，有
些事情如果特办了，自己就要承担
责任和风险；如果完全依法依规走

流程，任务又完不成。经常是，办
也不是，不办也不是，很为难、很
纠结。

责任难究。特事特办，危害
显而易见：突破既定规则，不敬
畏 和 遵 从 制 度 ， 降 低 政 府 公 信
力；扰乱经济秩序，一些“政绩
工程”往往能找到特事特办的影
子，给地方发展留下隐患。对基
层干部来说，特事特办多了，一
旦督查检查、巡视巡察来了，总
担心会查出什么问题，追究自己
责任。因此，即使要特事特办，
最好给基层下达正式文件，少一
些“白头文件”、内部通知、微信
指令等，让基层有依据、有底气
去 特 事 特 办 。 事 后 就 算 是 有 问
题，上级部门也应主动担责、敢
于担责，而不是推得一干二净，
让基层吃“哑巴亏”。

让基层少些“特事特办”

王铎 绘“职业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