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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司法局
关于 2024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的报告

按照有关规定，现将我局 2024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告如

下：

一、2024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

今年以来，我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

设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结合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综合

示范区创建成果巩固，按照“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有关

要求，认真落实行政执法各项工作，行政执法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畅通行政执法制度机制

一是健全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按照《重庆市行政执法

责任制条例》规定建设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明确局长、分管领

导、行政执法监督协调科及行政执法人员承担的执法责任，建立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对本单位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日常监督检

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本单位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违法的，

依法依规处理，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和

权限、对象和事由、程序和方式，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原原

则。二是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

示制度，按照要求在区政府门户网、信用渝北、“互联网+监管”

平台上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信息进行公开。

全面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对行政执法启动、调查取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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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实现全过程记录，并实现全面系统归档保存，

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全面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制度，狠抓行政执法决定关键环节，探索法律顾问参与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规范法制审核文书模板。

（二）持续深化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一是制定实施方案，实现执法事项清单化。印发《渝北区深

化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编制了适应基层能力的赋

权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其中镇综合执法事项 108 项，街道综合执

法事项 90 项，构建了“法定执法+赋权执法+委托执法”的镇街

综合行政执法新模式，进一步明晰了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权责。二

是健全完善机制，促进改革工作制度化。配套制定了镇街片区执

法指导工作机制，将涉及赋权及委托执法部门的相应执法人员下

沉到 4 个片区 22 个镇街开展坐班指导，加快部门行政执法派驻

人员与镇街工作力量的有机融合，同时，建立了案件移送、执法

监督、社会评议和协调等工作制度，并制定了《重庆市渝北区镇

街综合执法工作指引》，包含政策依据、执法流程、案例汇编等

内容，深入推进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落实落地、见行见效。

三是强化数智引领，推行执法办案数字化。依托全市统一“执法

+监督”一体化数字集成应用，推动镇街执法人员、执法事项、

执法活动数字化，实现镇街实施行政检查、行政处罚全程在“执

法+监督”一体化数字应用中运行。自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

施以来，我区共录入日常巡查 3253 次，共计办结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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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件。开展“综合查一次”组团式执法 20 余次，减少了对市

场主体的重复检查，提高行政执法满意度，实现了执法程序线上

流转，推动行政处罚办案过程“在线化”“云端化”“智能化”。

并结合我区治理实际，积极揭榜认领或谋划了停车执法监管一件

事、夜市执法监管一件事，推动符合市场主体及人民群众需求的

“执法监管一件事”在本区域落地。

（三）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一是重塑执法体系。将 12 支区级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调整为

5 支，精简率达 58.33%。市场监管、交通运输执法队伍按市级统

一要求设置，22 个镇街均设置 1 支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全区构

建形成“7+1”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体系。二是横向集中推动执法

事项。截止 2024 年底，1026 项行政执法事项调整划入 7 支综合

执法队伍统一实施，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数达到行政执法事项总数

的 71.345%。三是提质增效强化数智赋能。区司法局加挂“渝北

区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采取设立行政执法监督联络点等

方式，实现对全区行政执法全方位、全过程监督。全区 22 个镇

街和 36 个区级执法部门全量入驻全市统一的“执法+监督”数字

应用，镇街层面已实现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执法活动全面线上

运行，执法人员活跃度达 89%；创新谋划“夜市执法监管一件事”，

整合 12 个行政检查事项，联动 5 个执法部门、22 个镇街，把“多

个部门重复查”变成“一支队伍一次查”。贯通“执法+监督”“三

级城市治理中心”两个应用，上线“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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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违法行为处置事件”一件事。四是探索川渝跨省域行政执法一

体化。按照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要求，在川渝高竹新区

探索推进相对集中跨省域行政执法事项，着力构建川渝高竹新区

跨省域行政执法一体化新模式，全面提升川渝高竹新区行政执法

质效。积极主动配合重庆市司法局、四川省司法厅制定印发《川

渝高竹新区跨省域行政执法一体化改革方案》，加力推动落实。

（四）规范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一是强化执法人员培训。严格开展各级行政执法机构执法办

（大队）负责人及其他行政执法人员每人每年接受不少于 60 学

时的公共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行政执法技能培训要求，利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全覆盖式专业法律知

识培训，今年以来，已完成我区 1600 余名执法人员的全员网络

轮训。二是创新执法培训模式。积极深入探索行政执法培训新模

式，以行政执法典型案例为蓝本开设了“情景式教学”课程，通

过再现行政执法全过程+专家学员点评方式，实现“执法样板”

向各部门、各层级覆盖，以鲜活生动的培训方式提高我区行政执

法人员执法素质和能力。三是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和

持证上岗制度。严格管理及申办行政执法证件，杜绝未取得行政

执法证件的人员从事行政执法工作。对已持证行政执法人员未按

要求参加学习、考试未合格的 44 名行政执法人员注销行政执法

证件，严把行政执法人员准入关，提高行政执法队伍整体素质。

（五）精准规范行政执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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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行政执法监督计划。印发了《渝北区 2024 年行政

执法监督工作计划》，坚持普遍监督与重点监督、日常监督与专

项监督相结合，重点围绕有效解决行政执法领域突出问题、提高

行政执法质效开展监督活动。二是持续推进行政执法监督员制度。

组织第六届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换届工作，制定了《2024 年区

政府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工作方案》，召开了 3 次工作例会，安

排部署 2024 年执法监督员工作，有针对性的对重点执法部门进

行监督指导。今年以来，已针对城管、市场监管、消防救援等领

域制发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 11 份。三是持续开展社会评议工作。

引入社会公众对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进行评议，在合法性基础

上，着重考虑合情合理性，力求情理法兼容，及时纠正违法或不

当的执法行为。今年开展社会评议案件 1 个，切实增强行政执法

监督实效。四是持续落实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制度。采取第三方评

查的方式，统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重庆市规

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重庆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重庆

市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标准（2017 年版）》等要求，对各单位报送

案卷进行评查，进一步提高各行政执法单位案卷评查的质量。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依法行政规范化还有待加强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还有差距，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

还有待加强，两法衔接平台高效运转还有待提高，数据共享程度

还不够。

http://www.baidu.com/link?url=FiTnLFin_9pRviyXUxU9o75FjyN052gxOfrH6-KWXUg5LRI2h1pnHLCu8Zid0Llb15RaIH75O6O397VPeLwL4-1J3ELLxJdSGPULmYhSl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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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还需不断深入

部分领域行业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职能职责不清，管执分离

带来监管不力等问题；“区属镇街用共管”机制不够健全，派驻

管理体制仍需进一步完善。与“141”基层智治体系的融合有待

增强，数智赋能作用还需进一步发挥，“执法+监督”数字应用使

用率低，数据归集体量小。

（三）行政执法监督作用发挥不够

社会评议工作开展效果不佳，部分行政执法机构未按要求开

展行政执法社会评议工作，第三方公众监督效能未得到充分体现。

三、2025年工作打算及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加快数字应用迭代升级，进一步加强跨部门数据共享、功能

集成，更大范围推进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综合运用“执法监

管一件事”“综合查一次”等方法，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一次到位”，深入推进镇街“一支队伍管执法”。

（二）抓好涉企行政执法改革相关工作

高度关注和重视涉企行政执法等相关文件、会议精神，一步

一步实现涉企行政检查的减量化、涉企行政处罚的规范化、涉企

信用监管的精细化、涉企执法监督的精准化。

（三）深入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持续做好执法事项划转，动态监测调整赋权事项，强化委托

执法清理。针对改革过程中管执分离易出现的“重审批、轻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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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罚代管”等问题，及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与综合行政执法

机构的职能定位，持续推动“执法+监督”数字运用使用，发挥

覆盖全区的行政执法指挥枢纽作用，推动行政执法指挥调度工作

一体运行。

（四）持续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制约

继续深入实施行政执法“闭环监督”制度，充分发挥行政执

法监督员、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行政执法评议、第三方案卷评查

等制度作用，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监督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