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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城乡

创新橄榄型城市治理模式
以大数据建设引领综合执法改革

■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域治理在国家治理

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

键地位，具有统筹基层社

会治理、破除“九龙治水”

困局的政府能力，意义重

大。综合执法改革及其大

数据平台建设是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北京市强化顶层设计、创

新基层治理，以大数据建设引领综合执法改革，通过构建橄

榄型现代城市治理结构，破解条块分割痼疾，激活市场社会

各方力量参与城市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此举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探索。

北京市着眼城市治理全局，在破解条块分割难题方面高

点站位、系统谋划、综合施治。2018年机构改革强化顶层设计，

实现“多规合一”并率先提出成立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任主任、

副主任的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初步构建了城市治理的综合

规划决策轴。在此基础上，市委市政府继续着力基层治理创

新，综合施策，继 2018 年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2019 年“闻风而动、接诉即办”改革，2020 年结合综合执

法大数据平台的建设牵引综合执法改革的落地，这 3 项改革

互为支撑，进一步构建城市治理的综合执法监察轴，构筑起

面向城市精治、共治、法治的新时代首都市域社会治理新格

局 ：

一是推进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党的

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街乡吹

哨、部门报到”正是北京市推动“重心下移”的重要举措。

“吹哨报到”改革源自基层，2017 年上半年，北京市平谷区

金海湖镇为根治金矿盗采

多年屡禁不止的难题，探

索了乡镇发现盗采线索及

时上报，各相关执法部门

30 分钟内赶到现场综合执

法的机制，效果很好。北

京市委把这一探索总结提

升为党建引领“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改革，从 2018

年初开始在全市试点推广。北京市委抓住机构改革契机，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基层管理体制，把党建和

治理结合起来，推动“自上而下、压力导向”的科层任务驱

动向“自下而上、需求导向”的解决问题驱动进行转变，重

点在赋权、下沉、增效上下功夫，以“吹哨”反映群众诉求、

发出集结令，以“报到”引领各部门响应、解决群众问题，

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做法。北京市委明确要求，加强党对街道

乡镇工作的领导，提升街道乡镇党（工）委的领导力和组织力，

建立健全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形成地区事务共同参与、共

同协商、共同管理的工作格局。坚持党建引领，着力形成到

基层一线解决问题的导向，主要围绕群众所需吹好“日常哨”，

围绕重点工作吹好“攻坚哨”，围绕应急处置吹好“应急哨”。

二是整合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热线，推进“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闻风而动、接诉即办”改革。“接诉即办”是指

北京市为促进基层民生服务而采取的一种重要举措和创新机

制，即以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群众诉求快速响应

机制。2019 年，北京市进一步拓宽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推

进各类民生问题热线的清理整合，将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具有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部门及公共服务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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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 43 条便民热线和专业部门热线全部与 12345 市民服

务热线对接整合，打造综合型市民服务热线大平台，实现咨

询、建议、举报、投诉“一号通”，并完善接诉、办理、督办、

反馈的闭环式运行机制，以市民诉求为“哨”，“即办”中有

“报到”，在“接诉即办”中体现“吹哨报到”的工作成效，

形成基层治理的应急机制、服务群众的响应机制、打通落

实“最后一公里”的工作机制。96310 城管热线于 2001 年 1

月 18 日开通，是一条专门受理群众举报、投诉、咨询和建

议的综合性热线。2007 年，96310 城管热线成为 12345 市民

服务热线的分中心之一，成为全市受理群众关于城市环境秩

序问题举报以及批评、建议的重要便民服务热线之一。自成

立以来，96310 城管热线共受理群众各类来电 611.3 万余件，

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并为支持城市环境

专项治理决策和城市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2020 

年 1 月 1 日，96310 城管热线正式整合到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数

据平台继续承担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交办的城管综合执法类

诉求事项的接收、转办、回复、电话回访、政策咨询解答以

及重点诉求督办等工作，并做好全市城管综合执法系统“接

诉即办”工作的业务指导，基于智能感知和大数据分析，积

极发挥综合执法、综合协调、综合监管三大职能，有效解决

各类基层治理与城市问题。

三是依托大数据平台建设，牵引综合执法改革，支撑基

层成为治理枢纽。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

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结合

“将制定政策、审查审批等职能与监督检查、实施处罚等职

能相对分开”的综合执法改革精神，北京市推动了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由城管执法部门牵头，逐步落实推动城

市管理领域跨部门执法职能综合、机构整合、力量融合，实

现街乡层面由联合执法向综合执法的转变的要求，研究解决

制约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体制、机制、法制问题。2019 年 1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

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强调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

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逐步实现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为支

撑综合执法改革工作，2019 年 6 月 3 日，北京市大数据工作

推进小组正式印发《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建

设方案》（京大数据发〔2019〕4 号），强调以大数据应用推

动联合执法向综合执法转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加

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

层下移，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整合行政执法队伍，

继续探索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随后，中共北京市委

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实施意见》中要求，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整

合行政执法队伍，推动执法力量、执法资源向基层一线倾斜，

加强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等建设工作。《北京市街道办事处

条例》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其中，党建引领“街

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机制、综合行政执法三项

内容作为重要举措被纳入条例，并要求建立一体化的信息系

统和综合指挥平台，支撑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组织协

调联合执法等工作。伴随“执法下沉”，必将导致“监察上移”，

市、区城管综合执法监察部门在综合协调、综合监管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综合施策，确保各类基层治理与城市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建设市区街一体化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数据平

台，将重塑和再造综合执法流程，通过执法监察一体化架构

强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察队伍的综合执法、综合协调、综

合监管三大职能，在“吹哨报到”基层治理力量整合、“接

诉即办”群众诉求汇聚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整合政府和社会

各方巡查监察力量，充分整合社会监督力量，构建专兼结合、

政府和社会协同的巡查监察体系，以城市问题和市民需求为

导向，反溯整个城市公共服务的生产与管理过程，不断强化

监督、规范执法、部门协同、纵向联动、综合施策、依法治

理，实现对日常勤务、巡查监管、执法办案、协调联动等工

作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的实时采录、实时上传、实时监

测、实时研判、实时调度、实时考评，实现“到人、到点、

到事”，推动联合执法向综合执法转变、部门监管向综合监

管转变、执法联动向综合协调转变，全力支撑行政执法权限

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吹哨报到”

基层治理创新和“接诉即办”工作机制等方面工作的落地落

实，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和人民群众满意度。

伴随 2020 年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建设牵引的

综合执法改革落地，综合执法改革将在“吹哨报到”“接诉

即办”的基础上，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

现代信息技术，继续完善现代城市治理结构中综合执法监察

轴的构建，全面深化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五位

一体”智慧城管建设，努力开创服务导向、问题牵引、智能

感知、数据驱动、协同联动、众创共治的城市治理新局面，

创新面向城市精治、共治、法治的橄榄型现代城市治理模式，

提升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法治化、智能化、社会

化、专业化水平。

首都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探索、系统谋划、综合施策，正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

根，形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北京实践”、打造“中国之治”

的“首都样本”。

202007-03正文3.26.indd   40 2020/3/31   10:4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