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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陈先生在洪崖洞景区经营一家饮品店，眼下
正值暑期，生意一下子火爆了许多。

“节假日客流量明显增大，按惯例，营业期间
我们常常要接受市场监管、卫生等多个部门上门
检查。”7月3日，陈先生告诉记者，“往年暑期，有
时一天要接待几拨人。”

不过，今年以来的执法检查方式却让陈先生
颇为惊喜：重复上门、多头检查的情况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各部门和街道组成的联合执法队，

“组团”上门，“综合查一次”。
并且，“组团”执法过程中，检查店内消防设

施的、检查应急预案的、检查收费标准的……一
项项检查专业、规范而有序，不到半小时便完成
了。

从“多个部门分头查”到“一支队伍综合查”，
陈先生所体验到的“便捷高效”，得益于我市一项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去年以来，市司法局聚焦提升超大城市现代
化治理水平，持续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创新运用执法事项、执法力量、执法方式、
数字赋能、协调监督“五个综合”关键变量，直击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行政执法难点、痛点、堵点，努
力惠及更多群众和企业。

此项改革已于今年1月1日起在全市1031
个乡镇（街道）全面推开。半年来，改革成效如
何？推进过程中有哪些亮点和难点？

高效监管
组团式检查，解决“看得见、管不着”难题

“行政执法改革要解决的就是‘看得见、管不
着’、治理资源难统合、协作机制不畅通、治理能
力难提升等基层治理难题。”在接受采访过程中，
市司法局行政执法指导监督处处长郭严祥这样
介绍改革的目的。

“过去，重庆镇街一级行政执法权十分有
限，乡镇里的行政处罚需要上级机关统一执法
或者派驻执法队伍到乡镇执法。”郭严祥坦言，
这样一来，往往处理就会变得滞后，在时间、空
间及人员配置上也可能存在执法触角无法到达
的情况。

同时，乡镇（街道）还存在部门派驻执法、乡
镇（街道）综合执法、职能科室分散执法“三张
皮”，各板块监管权责“剪不断理还乱”，有的乡镇
（街道）开展一次执法要怀揣七八种不同部门的
执法文书，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情况时有发生，工
作繁琐且低效。

坚持问题导向，才能精准找到破解顽症的有
效路径。

郭严祥说，为解决镇街权责不清、有责无权
的问题，我市明确了“一个口子执法”改革方向，
将多个领域执法事项纳入“一张清单”，多个条线
行政执法人员建成“一支队伍”，多个执法流程搬
到“一个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因地施策、按需赋
权，确保行政执法力量向基层下沉。

然而，这项改革涉及部门多、改革难度大、复
杂程度高。赋权如何精准？队伍怎样构建？监
督怎么保障？这些都是摆在改革面前的重大难
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抓住了赋权这个
关键点，以‘一张清单’定权责。”郭严祥说，我市
通过构建“法定执法+赋权执法+委托执法”的综
合行政执法新模式，系统梳理了基层治理迫切需
要的高频执法事项99项，并集中增强乡镇（街
道）在应急消防、城市管理、水利、环保等15个方
面的执法能力。

比如，改革后，我市将涉及占道停车影响生
活出行、摆摊设点影响周边环境等“高频事项”的
处罚权赋予镇街，从而促进基层更有效、更快捷
整治此类违法行为。

目前，全市1031个乡镇（街道）均已公布实
施法定执法事项、赋权执法事项清单。

其次，在队伍构建方面，我市创新执法人员
“县属乡用共管”机制，通过减上补下、力量下沉，

推动区县执法部门以派驻、包片等方式下沉执法
力量2240余名，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统筹
运行，分片驻地指导、共同执法，实现镇街“一支
队伍管执法”。

此外，针对镇街常见执法对象有多个执法主
体、需要开展联合执法检查的情况，市司法局借
助数字应用打造多跨协同“综合查一次”组团式
执法，谋划10个镇街“执法监管一件事”，联动14
个行业领域，整合344个监管事项，形成跨层级、
跨部门综合监管场景。

数字赋能
提高执法质效，推动行政执法全方位变革

半年来，对于改革带来的变化，执法人员和
迎检对象都感触颇深——

过去，对企业的行政执法检查，常常被人吐
槽。“今天这个部门来查消防设施，明天那个部门
来查收费管理，前一拨执法人员刚走，后一拨执

法人员又到了，企业要花大量时间、精力来迎接
检查。”大坪英利大融城地下停车场负责人卢先
生感叹，“现在是‘组团’来，来一次，一次性解决
很多问题，我们也省心。”

“各个部门的检查事项，现在被综合放在一
张清单，执法时实现了‘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
次到位’，检查效率大幅上升。”渝中区司法局执
法监督科负责人王朝营有感而发，尽管在执法频
次上“做了减法”，但在执法质效和力度上却“做
了加法”，同时为企业松绑减压。

如今，变为“一支队伍”的镇街执法队，承接
了整合划转的大批新事项。面对下放的行政执
法职权，基层又该如何有效聚合执法力量？

对此，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推进处处长
唐振宇透露，为破解这一难题，我市谋划开发了
全市统一的“执法+监督”数字应用以及掌上执
法App，通过数字赋能，压缩执法环节、减少执
法时间、整合执法力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
法效能，推动行政执法全方位变革、系统性重
塑。

“请出示一下上岗证……”前不久，在重庆小
康动力有限公司货物仓储库，长寿区菩提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多家区级执法部门对车间
消防设施的系统配件、使用功能是否完好有效进
行组团式执法检查。

记者注意到，当所有事项检查完毕后，执法
人员通过手机上的“执法+监督”数字应用，将多
项检查结果集中到“一张清单”上，并提出综合整
改建议。

“这样的检查在有效实施监管的同时，节约
了迎检时间，让企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该公司总经理助理余颂彬评价
说。

“之前单一部门发起联合检查难度极大，我
们需要先制定工作方案，函请相关部门协助，一
遍又一遍电话联系，整个过程耗时耗力。”长寿区
菩提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袁列举说，现在，
只需通过“执法+监督”数字应用，就能实现“任务
发布—部门邀约—现场检查—处罚办案—结果
运用”全程线上运行，大大提高了监管执法效率。

如今，我市像袁列举一样的8977名执法人
员，都可登录、应用“执法+监督”App，全市范围
内一体化执法达到全新水平。

分两步走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基层率先突破

綦江区永城镇的黄沙水库是当地重要的水
源地，然而时常有群众在此违规钓鱼，饮用水源
面临污染风险。

“黄沙水库整体水域广阔，两岸植被茂密，巡
查管控难度高，常规人工巡查存在局限性且耗
时。”綦江区永城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钟
华告诉记者，这也是改革前的执法难点。

为破解类似难题，相关部门采取了多项措
施。记者看到，在钟华灵活操控下，一架小巧的
无人机迅速升空，将黄沙水库的情况“尽收眼
底”，锁定固化违规垂钓证据，与此同时执法人员
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处置。这种无人机辅助执法
模式还运用到了违章建筑查处等多个场景。

“综合执法改革赋予基层更多的职责与使
命，作为一线执法队员，不仅要转变思维方式，更
要提升综合能力。”钟华说。

比如，农业综合执法涉及种植、畜牧、农机、
农产品质量等多个方面，不同的执法事项需要不
同的专业知识储备，这对一线执法人员提出了更
大的挑战。

“提升执法能力、加强技能培训，是综合行政
执法人才培养、综合执法效能提升的关键。”李宁
是江津区城管局下沉到双福街道的常驻人员，负
责“面对面”指导一线执法人员现场办案。

“一线执法人员最关注的是，如何快速准确
发现问题，在执法办案中怎样理解好、适用好法
律。”李宁说，江津区采取城管完全融入镇街、驻
点分片、人员包片三种形式下沉人员，对下沉人
员进行具体化、规范化管理，既增强了镇街执法
力量，也强化了“面对面”指导。

可以说，勤学苦练强本领，正逐步内化为综
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自觉行为选择。

“当前，按照先镇街再市县、自下而上‘两步
走’思路，我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已经从初期探
索试点走向基层率先突破，正处于‘继续深化’的
阶段。”市司法局副局长殷洁表示，接下来，将聚
焦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推进执法队
伍、执法事项、执法监管、执法监督、执法平台“大
综合一体化”，构建完善职能清晰、队伍精简、协
同高效、机制健全、行为规范、监督有力的行政执
法新格局。

从“多个部门分头查”到“一支队伍综合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点痛点，惠及更多群众和企业——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重庆实践

全市目前已累计实施“综合查一次”
组团式检查 2890 次，有效减少检查频
次20%以上，共减少入企执法450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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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全市 1031 个镇街通过

“执法+监督”数字应用开展行政执法
8.7 万余次，实现裁量基准匹配率和全
程网办率 100%，缩减办案时间 50%以
上，执法后行政复议率低于万分之五，
同比下降56%。

截至目前，我市已通过制作执法教
学视频、开展场景化执法演练等形式，
累计开展镇街综合执法专题培训演练
540次，培训4.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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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酉阳县酉水河，工作人员正在巡河。目前，我市持续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努力惠及更多群众和企业。 特约摄影 陈碧生/视觉重庆

永川 打造现代化水网 谱写水利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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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地处成渝发展主轴，是长江进
入重庆的“第一道关口”。如何兴水利、
除水害？是一道永川水利人必须答好
的时代命题。

“永川水利工程体系既是对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水利建设的承接，又是重
庆现代化水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
融合于长征渠引水工程等国家骨干水
网体系中，又贯通于渝西水资源配置工
程中，形成了国家、市级、区级水网互联
互通的局面，成为全市水网建设中举足
轻重的一环。”永川区水利局相关负责
人说。

当前，永川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
路，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水网，奋
力谱写永川水利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聚焦重点项目建设
构建优化的水资源配置体系

6月，走进位于临江镇天星村境内
的临江加压站，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施
工，配水井、调蓄水池、加压泵房等主体
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准备设备安装。

作为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中装机
容量最大的加压泵站，临江加压站总装
机容量37.52千瓦时，承担向永川、铜
梁、大足、荣昌供水任务，日供水量约
138万立方米。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是重庆历史
上投资最大、涉及面最广、受益人口最
多的跨多个区域重大调水工程。其中，
永川段涉及8座隧洞，总长19.9公里。
目前已贯通隧洞6座、总长19.51公里，
占隧洞总长的98%；输水管道工程已
完成管道安装约86.59公里，占管道总
长99.69公里的86%；临江加压站、邓
家岩提水泵站等多个泵站工程总体进
度按时推进。截至目前，永川区累计完
成总投资24.2亿元，完成工程总量的
75%。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永川段）是
全区的标志性骨干水源工程之一，将有
效改善城乡生活和工业供水情况，提高
水资源调配能力，支撑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永川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当
前，全区正围绕“强骨干、增调配、成网
络”的思路，构建优化的水资源配置体
系。

当前，永川正推进一批标志性骨干
水源工程。合理利用过境水、当地水，
构建以大中型为主、大中小微并举的水
源工程体系，形成多源互补、区域互通、
互为备用、集约高效、保护优先、充分利
用的供水水源保障和利用体系，补齐工
程缺水短板。加快谋划一批水源工程、
连通工程，合理优化利用市级水网永川
分水指标。

同时，有序推进城乡供水同源同质
同服务，持续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近
年来，新改建仙龙、三教、陈食、朱沱等
片区老旧供水管网400余公里，定期对
全区在线运行的29座农村水厂消毒设
施、检验检测设备、加压设备进行更新
改造；同时，建成凤凰湖水厂，新增供水
能力3万立方米/日，有力提升供水保
障水平，形成水源统筹、水量保障、水质
安全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新格局。

此外，永川区加快推进灌区现代化
建设与改造，完成上游、卫星等4个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建设任
务，畅通供水网络“毛细血管”，提高灌溉
供水保障率，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完善生态保护体系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仲夏时节，万物荣华。行走在长江
支流——永川区境内的临江河岸边，两

岸的花草林木随着清澈的河水舞动，不
时有水鸟从水面掠过。是水，赋予了永
川这片土地与众不同的灵气和神韵。

作为浅丘型地区源头性中小河流
的代表，临江河枯水期来水少，集污面
大，水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以前很多生
活污水都是直接排进临江河，枯水期的
时候，河里流的都是污水。”河流附近的
居民回想起曾经令人避之不及的场景
不禁感叹道。

为此，永川区把临江河流域综合治
理作为“一号民生工程”，累计整治流域
各类污染源4万余处、新建城乡污水管
网380多公里，维修和改造城区原有管
网72公里……持续数年的综合治理攻
坚战取得显著成效。圣水河和临江河
先后获评“重庆市最美河流”；2022年
临江河成为西部地区唯一入选全国首
批幸福河湖建设试点项目，2023年通
过水利部复核评估。

临江河是永川水利坚持久久为功绘
就人水和谐美丽画卷的生动写照。近年
来，永川水利按照“重保护、强修复”的思
路，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与治理修复
相结合，以临江河为核心、次级河流为骨
架、小支沟为网络，实施水生态保护及修
复，完善山水融合的水生态保护体系，筑
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强化生态流量监管。加快推进永
川境内16条主要河流健康评价，印发

实施《永川区重点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方
案》，加强生态流量管理，在保障防洪安
全的前提下，采取自然封育、水环境治
理等综合措施保护和修复水生态。

加强岸线管理保护。完成长江、大
河溪等13条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编制，及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下有
管理任务的18条河流的划界工作；常
态化规范化推进“四乱”问题排查治理；
组织开展联合统一清江行动，始终保持
对非法采砂高压严打态势。

加强水土流失治理与监管。2018
年-2023年，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278.36平方公里，审批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484个、水保生产建设
项目验收报备295个，完成勤俭水库径
流小区监测点、来苏镇关门山小流域综
合监测站年度监测任务。

积极开展生态补水工作。按照各
河流生态补水需求，利用自然河道或河
库连通工程，及时调度付家洞水库对大
陆溪、人民水库和白露头水库对九龙河
和小安溪、上游水库、渝西水资源配置
工程对临江河进行生态补水，通过多源
互补、互济互通，生态补水量可达2180
万立方米/年。

加强河库综合治理。完成大陆溪、
临江河等河道综合治理90公里，新建
改造水库7座，除险加固水库39座，全
力确保河库安全。

用好“智慧河长”系统
全面推进水利信息化发展

5月21日12时35分，清溪桥下游
300米处，河边步道积水；5月22日9
时19分，金域蓝湾大门口挡水堤有枝
条阻拦；5月27日8时52分，萱花路永
红厂团结桥暗河出口，雨水导致河水混
浊……一条条现场问题反馈和跟踪、处
理、完结信息，便捷清晰地呈现在“智慧
河长”系统。

“以数字赋能推动水利工作智能
化，已成为永川高效保护流域水环境的

‘利器’，为永川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提供精细化、智能化支撑。”永川区
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智慧河长”系统利用终端
物联、集成融合等技术手段，通过建立
自动化数据采集网络，整合、集成、接入
了永川区82座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测及
监控数据，453家工业企业的污染普查
数据，52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在线监
测数据，168个水文相关测站在线监测
数据，以及22个河道视频监控、100个
手工监测断面监测等动态数据。同时，
将永川区500余名区、镇、村级河长和
104名河道网格专管员全部纳入“智慧
河长”系统统一管理使用，从而实现有
关工作人员全员通过该系统更快捷高
效地履行巡河护河等职责；开发使用智
慧河长App巡查水库，建成小型水库
综合监测平台，实现全区小型水库雨水
情监测全覆盖，建成水位站130个，雨
量站130个，安全监测自动化站点70
余个，水库综合监测平台完成等级保护
二级建设并通过专业机构测评完成等
级保护备案。

下一步，永川水利将按照“需求牵
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
要求，聚焦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调配、
水生态调度、工程安全管理等需求，在
充分共享数字重庆算力资源、数字孪生
长江数据与模型算法的基础上，通过完
善信息化基础设施、构建数字孪生平
台、建设智能业务应用，打造具有预报、
预警、预演、预案“四预”功能的永川数
字孪生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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