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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红岩红岩

【红岩珍档】

《红岩》小说中，描写了四个抗战期间因路
过集中营特区边沿地带就遭到长期拘禁的中
学生，还塑造了其中一个突出人物——胡浩。
在真实的历史上，国民党军统确实关押和屠杀
过四个“误入禁区”的学生，他们是冯鸿珊、陈
河镇、李仲达、石作圣。四人中也确实有一人
比较突出，他就是冯鸿珊。

冯鸿珊是山东阳谷后刘湾人，生于 1922
年，1938年入读山东菏泽中学，后随校南迁到
四川绵阳，编入绵阳县国立六中三分校读书。
在校期间，他受地下党同学影响，积极参加抗
日救亡运动。

1941 年春，冯鸿珊和李仲达等人相约离
开学校，名为报考重庆大学，实则打算经重庆
去延安投奔共产党。不幸的是，走到歌乐山下
的磁器口时，他们被守卡军统特务检查出带有

“禁书”而被捕。
特务发现冯鸿珊等人来自山东，怀疑他们

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工”，随后调查冯鸿珊在家
乡的情况，反馈情报又是“家里有共产党倾
向”。于是军统将他们作为“重大嫌疑犯”送到
贵州息烽监狱，抗战胜利后又移押到白公馆。
1949年11月27日，冯鸿珊与几位同学在大屠
杀中遇难。

漫长的黑牢生活没有使冯鸿珊灰心丧
气。他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学习，期望将来能为
新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他曾从哥哥那里
抄录过一份有关中国交通建设的资料，因此对

新中国交通建设很感兴趣。在重庆红岩革命
历史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份他在狱中写的

《复员后铁路、公路所需人员之估计》文稿。
他在文稿开头写道：“交通事业，复员之后

尤为建国之先决条件，我国因一切落后，是以
至今仍未储备充分之人才，亦未能尽量培植需
要之人才，将来人才不敷分配，自在预料之
中。惟前既覆后车当鉴，今后建国，交通建设
当居首要。而技术与管理员工之调查、培养、
储备，又为建设工作中首要。”

冯鸿珊还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铁路、公路
建设的规模和当时我国铁路建设、管理的现状，

推算出今后交通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铁路共
需工程与管理人员135000 人，工人663400 余
人。公路方面需要培养的人是土木工程人员，十
年内需150750人，完成全部计划共需536000人，
机务、工程人员分别为235000和32000人。”

冯鸿珊，一个因历史原因失去高等教育机
会的青年，却在恶劣的监狱环境中，靠着自学
和独立思考，提出“交通建设”和“人才培养”这
两个极富前瞻性的问题，并得出了层次清晰、
论证合理、文词中肯的研究成果，充分显露出
他的敏锐和智慧，更体现出了他“位卑未敢忘
忧国”的责任心。 （记者何春阳整理）

黑牢中的“交通规划师”冯鸿珊

《复员后铁路、公路所需人员之估计》文稿
首页。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12月7日，寒意渐浓的磁器口古镇游客
如织，经营小吃餐饮、纪念品、土特产的商家
忙里忙外地张罗生意。

“之前接受执法检查可是件麻烦事儿，
常常这个部门前脚刚走，那个部门后脚又来
了，甚至有时一天来好几拨人。”王先生是一
家旅游纪念品店的老板，前不久接受“综合
查一次”组团式执法后，他感受颇深。

“现在各个部门执法人员一起来，一次
性把问题告知我们，我们也可以统一确认，
一并整改。”王先生说，不用多次接受上门检
查，自己可以更专注于经营发展。

沙坪坝区磁器口街道执法方式的变化，
是重庆市持续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
法改革，破解基层行政执法难点、痛点、堵点
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此项改革于今年1月1日在全
市1031个乡镇（街道）全面推开。今年以
来，重庆市司法局充分发挥改革牵头作用，
围绕执法队伍、执法事项、执法监管、执法监
督、执法平台五个“大综合一体化”关键变量
着力推进改革，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一支执法队伍的重塑：

从“多头查”变成“一次查”
减少入企执法9525次

正如王先生所言，过去基层行政执法模
式中，执法检查频次过高、标准不统一、多头
重复执法等类似执法难题往往让经营主体
感到困扰。

“过去我们一个月平均要接受四五次检
查，每次迎检都要做大量准备工作，费时费
力。”重庆康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康辉机械）安全员龙集刚，也与王先生有相
同体会。

今年7月中旬，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石板镇综合执法岗联合市场监管所、应急办
等，对康辉机械开展“综合查一次”组团式执
法，并将检查出的问题列入一张清单。整改
清单涉及消防设施、食品安全、垃圾分类、用
电安全等方面，待整改的事项一目了然。

“逃生出口设置不规范”被列入整改清
单，但在实际整改过程中龙集刚却犯了难。

按照有关规定，生产车间至少设置两个
逃生出口，且逃生出口要相互贯通，便于在紧
急情况下，工人能够快速安全地撤离车间。

“我们初步制定的整改方案是在厂房外
加装消防楼梯，但又怕被城管部门判为违
建。”龙集刚将担忧反映给了石板镇综合执
法岗。

“这个问题交给我们！”了解情况后，执
法人员郑伟随即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并在
企业搭建楼梯过程中组织专家给予指导，帮
助企业整改合规，实打实帮企业消除顾虑。

“一次性列出清单，一次性集中整改，所

有问题都解决到位了。”龙集刚在整改清单
通过验收后长舒一口气。

从“多头查”到“一次查”，让龙集刚更为
惊喜的，除了高效还有便捷。

“整改报告也是一次性提交，不像过去
要将不同内容的整改报告提交给分管部
门。”龙集刚说，整改完成的后续流程他只跑
了一次。

迎检时间减少，企业的负担轻了，生产
经营的动力更足。今年8月，康辉机械拿到
一笔3000多万元的大订单，各条生产线机
器轰鸣，前不久如期交付了第二批产品。

从“一次查”到“集中改”，变化的背后潜
藏着什么“玄机”？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先行先试、大
胆改革，在全市率先实现‘一支队伍管执
法’，统一承担生态环境、规划和自然资源、
城市管理等33个领域的6019项执法事项
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该区综合执法局局
长潘勇说。

比如在石板镇设立综合执法岗，由5名
工作人员组成一支综合执法队伍，按照“法
定执法+赋权执法+委托执法”的镇街综合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履行相关职责。

“在制定涉企执法工作计划时，我们还
会通盘考虑相关事项，在执法频次上‘瘦
身’，在执法质效提升上‘加量’。”郑伟说。

数据显示，全市目前已累计实施“综合
查一次”组团式检查6045次，有效降低检查
频次20%以上，共减少入企执法9525次。

一个数字应用的提能：

从“传统式”迈向“数智化”
全程网办率100%

如今大量执法事项由“一支队伍”承接，
面对下放的行政执法职权，基层又该如何有
效提升执法质效？

重庆市打造横向整体协同、纵向三级贯
通、全市统一使用的“执法+监督”应用，上线
运行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执法监督三
大核心功能，助力提升行政执法质效。

“你店里没有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
反食品浪费标识，请立即改正！”近日，渝中
区石油路街道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王春通
过“执法+监督”应用，现场向辖区某火锅店
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王春告诉记者，石油路街道辖区的餐饮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多达1200余家，日常巡
查中发现很多商家未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
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

推行“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后，
市场监管领域的该项处罚权被赋权给石油
路街道。随后，石油路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借
助“美团”“大众点评”等数字运用，按人均消
费将餐饮企业划分低于30元、30—80元、
80元以上三个档次，并将后两档列为重点和
次重点监管对象，依托“执法+监管”数字应

用开展日常巡查和处罚。
“一方面借助电商平台精准锁定监管对

象，另一方面依托‘执法+监督’应用有效解
决办案拖沓的问题，自动生成案件号，现场
锁定证据，主动提示裁量标准，实时生成二
维码缴纳罚款，既减轻了执法人员工作负
担，又提高了执法效率，成效十分明显。”王
春说。

数字赋能，还让行政执法跑出“加速
度”。

近日，记者走进朝天门街道基层治理指
挥中心，一块醒目的大屏正显示出辖区社会
治理所需的各类数据。通过视频监控，朝天
门街道主次道路的绝大部分点位清晰可见。

“棉花街有菜贩占道经营。”前不久，渝
中区朝天门街道网格员刘燕在巡查时发现
棉花街有菜贩占道经营，影响行人安全出
行。她立即拿出手机拍照，并将该线索上报
基层治理指挥中心。

另一头，渝中区朝天门街道综合执法大
队负责人王力接到线索后将该条信息同步
至“执法+监督”数字应用，并快速派单给附
近的执法人员，执法人员立即赶赴事发地进
行劝导管理，引导摊贩到临时便民服务点规
范经营。从发现线索到解决问题，整个过程
仅用时10余分钟！

渝中区司法局局长刘吉彦介绍，通过
“网格员日常巡查+视频监控”实时搜集问题
线索的方式，渝中区已形成“线索发现—违
法提醒—分流交办—执行处置”全链条执法
闭环。

“我们以前发现问题主要靠腿跑和眼
看，经常顾不过来。”王力坦言，如今基层治
理指挥中心将街道范围内的执法力量全部
纳入“平安法治板块”统一调度，实现协同指
挥一屏掌控，执法更精准和高效。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执法人员通过
“执法+监督”数字应用累计开展行政检查、
行政处罚等执法活动共计23.8万余次，全程
网办率100%。

一个执法导向的转变：

从“事后管”转向“事前改”
执法监管有力度更有温度

江北区五里店的金叶世家小区，是一个
竣工于2004年的老旧小区。随着时间推
移，该小区机动车数量不断增长，不少车主
不约而同感慨：“停车太难了！”

交巡警和城市管理部门积极履行各自
职责，分别对路内停车和占道停车实施了规
范管理。但由于改造道路未达移交标准、小
区周边车流量较大、停车需求持续增长，单
纯的规范管理难以满足居民的停车需求。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启动后，
江北区五里店街道综合执法大队接过这个

“烫手山芋”。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停车位数量少、分

布不合理、利用不充分，成为困扰不少车主
的主要问题。”江北区五里店街道综合执法
大队冉茂强说。

如何有效地解决停车难顽疾？冉茂强
认为，增供的基础上，还需通过盲区纳管、乱
停车治理等措施，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提高
现有停车空间的使用效率。

五里店街道牵头联合江北区交巡警支
队、江北区城市管理局、社区、小区物业公司
等力量进行磋商，研判提出“多步走”解决方
案——

尽可能利用小区周边闲置空地，规划80
个停车位；执法人员劝离人行道上的车辆，
拖移“僵尸车”，对拒不整改违停行为开展严
格执法；在车行道中间安装隔离护栏，在人
行道旁安装路缘石进行人车隔离；统一路内
收费标准；加强对周边交通的巡查……

一套疏堵“组合拳”打下来，金叶世家小
区环线整治取得显著成效，清除了长年存在
的道路顽疾。

这并不是个例。江北区观隅反三，对全
区类似的公共停车位管理难题都进行了梳
理。

“您好，在停车问题上，请问有什么意见
建议？”在观音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
合城管、交巡警等部门，多次到现场走访调
查、沟通协商，并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
础上，拿出多项有效措施。比如：在鸿恩路、
嘉序路等停车困难地段划设停车位1057
个，优化停车场布局6处；推行夜间错时共
享停车模式，充分利用闲置停车资源；利用
零星用地、边角地、闲置地以及桥下空间等
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小微停车场3个，提供
车位140个；调动群众力量，鼓励群众齐抓
共治；加大加密巡查频次，对重点路段违规
停放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劝导……

“针对巡查中车辆违规停放阻碍交通等
情况，我们建立了‘1510’快速反应机制，即
1分钟响应、5分钟抵达、10分钟处置完成。”
观音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李
俊良说。

积极拓展停车空间，从源头上疏解停车
压力；加大执法频次与力度，从监管上堵住
违停违占行为。一“堵”一“疏”之下，观音桥
街道停车难有效缓解。

从停车难到停车易，只因综合行政执法
工作方式发生从“事后管”转向“事前改”发
生了改变。江北区司法局局长汪洁说：“这
种改变，让我们在执法导向上，更聚焦于解
决民生问题。”

“当前，我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已经从
镇街到市区县，逐步实现执法队伍、事项、监
管、监督、平台五个‘大综合一体化’。”市司
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殷洁表示，接下来，我
市将进一步开展超大城市（中心城区）行政
执法一体化以及川渝高竹新区跨省域行政
执法一体化改革试点，力争打造全国领先的
综合执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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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乔

“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
这是老基层执法人员过去常常抱怨的乱局与
尴尬。一段时间里，基层执法权力分布较为分
散，多头多层重复执法、跨部门协调联动难度
大，企业群众遇到问题多头跑等现象，不仅浪

费行政资源，也让执法对象疲于应对。
直面问题、攻克问题。重庆就此开启的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将多个执法领
域融为一体，形成统一高效的执法体系，提高
了执法效率和治理效能。

行政执法一头连着各级政府，一头连着群
众切身利益。在改革推进中，重庆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刀刃”向内，
采取“先镇街后市县”自下而上开展改革，并系
统研究谋划和解决人民群众对基层行政执法
领域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老百姓看到真真
切切的改变——

改革前，流动摊贩、违规停车等问题常因
部门职责不清而得不到及时解决，如今综合执

法队伍能快速有效处理，让城市更加整洁有
序，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以往多部门频繁检查，让企业和群众疲于
应对，如今“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最大限度减
少了对民众正常生活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干扰，
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以改革之变，促城市之“便”。此项改革还
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使其更适应现代社会治
理需求。重庆借助数字化手段，让执法更具精
准性和时效性，为打造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
奠定起坚实基础。

以改革之变促城市之“便”

【记者手记】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行政执法人员入企
开展检查。 （市司法局供图）

江北区统一
行政执法装备。
（市司法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