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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龙溪街道办事处
关于 2024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的报告

按照有关规定，现将我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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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综合一体化”行政

执法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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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按照上级工作部署，行政执法工作

取得新进展。

（一）对照标准规范做好执法硬件保障

依据标准建成了 300 余平方米的综合行政执法指挥中心，按

照办公办案、值班值守、信访受理、学习培训等功能要求，设置

了群众接待室、法制审核室、办案询问室等功能场所。中心内制

度规章、运行流程、职能职责等标示标牌规范，事项公示清晰。

配备执法车辆、执法记录仪、便携式打印机等执法装备 26 件（套），

配发制式执法服装 15 套，为一线规范执法提供了保障。

（二）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2024 年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全面实施以后，街道在

前期试点的基础上，持续巩固试点成果，强化执法监督，推进执

法改革规范化建设。在区司法局指导下，对原 15 项制度（办法）

进行修订，完善并制定了执法监督、学习培训、岗位责任、联席

会议等 13 项制度规范。同时从执法工作系统性着手，汇总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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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法规、工作流程、案列指导等方面内容，编制形成《龙溪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指引》。同时为进一步巩固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推广“执法+监督”数字应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落实行

政执法“三项制度”，编制了《鼓劲扬帆再出发》和《行政执法

数字应用》宣教片。

（三）强化执法监督及执法能力建设

街道以“执法+监督”一体化数字集成应用为基础，依托“一

体化治理智治平台”，统筹管理辖区内行政执法活动，并逐步向

社区网格延伸，重点从理顺关系、联动联治、闭环监管等方面，

构建监管协同与执法监督机制，实现全过程监督。突出执法队伍

年轻化、专业化建设，提高执法队伍准入门槛，结合日常工作实

际，将执法队员从 15 名精简至 6 名。发挥辖区优势，与市高级

人民法院开展“三个二”活动，组织法官到街道宣讲法规，并多

次对执法改革进行指导。组织政府法律顾问程小华等到街道开展

执法培训 7 场，研讨解答各类问题 30 余个，积极推动执法队员

业务能力从“专科”到“全科”的转变。

（四）扎实开展行政执法推动辖区治理

始终围绕群众诉求、重点任务，统筹辖区执法力量开展行政

执法工作。累计开展执法检查 900 余次，其中线上执法巡查 133

次，线下日常检查 800 余次。发现问题线索 117 个，责令整改

96 件，立案查处 21 件，收缴罚款 0.45 万元。受理环保、城市管

理等执法类信访问题 52 件，处置满意率 98%以上。联合多勤联

动、市政城管、交巡警及消防应急等部门，对辖区游摊商贩不规

范经营、重要路段车辆乱停放、消防通道堵塞等“顽疾”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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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治理。持续整治武陵路、百合园、金绸街等乱停放乱摆摊问题，

联合多部门开展综合整治 30 余次，整治违规停放车辆问题 125

件，规范流动商贩 200 余个，清理占道乱堆放 25 处。工作中直

面问题，积极探索，对辖区流动摊贩食品安全隐患和“夜市”经

营不规范的治理进行探索，取得一定成效。

（五）行政执法基本情况

经梳理，街道 2024 年全年执法监督及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征用、行政检查等五类行政执法行为基本情

况如下。

1．街道 2024 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 0 宗。

2．街道 2024 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 21 宗，罚款总金额 0.45

万元。

3．街道 2024 年度行政强制措施总数为 0 次。

4．街道 2024 年度行政强制执行总数为 0 次。

5．街道 2024 年度行政征收总数为 0 次。

6．街道 2024 年度行政征用总数为 0 次。

7．街道 2024 年度行政检查总数为 900 余次。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基于渝快政 APP 数字应用，有效提升了智能化、数字

化办案水平，但横向各职能部门的数据没有贯通，一体化治理智

治平台数据连通有待提升。同时街道部分执法队员缺少执法工作

实践的锻炼，执法办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

三、2025年工作打算及建议

一是继续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围绕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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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规范执法行为。积极推广“综合查一次”组团式执法，减少涉

企检查频次，提高街道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水平。

二是改进行政执法方式，重点围绕辖区企业主体所需，探索

推广“柔性执法”、“服务性执法”，不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

三是强化网格赋能，借助“一体化治理智治平台”数字应用，

探索综合执法力量延伸到网格，构建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反

馈、第一时间处置的闭环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