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显见的趋好变化背后， 记者在采

访中也发现， 城管下沉街镇后在实际

操作层面尚存在一定的堵点、 难点。

“2021 年改革刚落地实行时， 有 401 项

行政执法事项移交给街镇， 2022 年又

下发了 11 项行政处罚事项， 数目是越

来越多， 但是移交后因缺乏指导， 衔

接上还是有所断层。” 有基层执法队员

向记者坦言。

以卫生许可证相关行政处罚事项为

例， 该执法队员举例，在实践中，这一执

法事项虽移交给了街镇， 但仅仅限于处

罚权本身，对于如何规范经营手势，具体

有哪些地方需要整改等问题， 实际上还

是需要与职能部门沟通， 这也给日常执

法带来了困惑。“久而久之，容易滋生出

‘以罚代管’ 的问题， 无法从根源上真

正予以解决。” 该执法队员表示。

对此类现实困境， 闵行区也在尝试

破题。 作为业务指导单位， 闵行区城管

执法局深入梳理了社区案件领域及执法

事项， 通过量化执法数据， 梳理形成了

“闵行区城管综合社区类执法事项清

单”。 “在区级层面， 我们还联合房管、

绿容等部门制定了住宅小区管执联动实

施意见， 建立完善了沟通协调、 信息共

享等机制， 共同梳理出 9 大类联动重点

事项， 并明确分工， 开展流程再造， 推

动部门之间有机联动和协调配合。” 余

嬿向记者透露。

而在全市层面， 下一步， 市城管执

法局也将完善顶层设计， 推动从法律和

执法规范性层面解决执法效率和权威性

问题， 并明确与专业部门的协同流程。

同时深化科技赋能， 推动完善社区治理

相关执法信息系统， 探索构建用数据感

知应用数据决策的城管执法进社区新模

式。 近期， 上海城管进社区工作指引也

将发布， 为城管进社区工作进一步提供

行动指南， 助力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

出租屋管理难？ “社区城管”提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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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变色预警： 黄色， 天山西路×弄×号×室， 每间房居住人不得超过 2 人……” 在闵行区新虹街道

爱博片区社区城管工作站的大屏上， 片区内所有装修备案阶段的房屋， 按照“一房一档”， 进入待巡查列

表， 整个装修周期全程可视。

从过去被动执法变如今主动介入， 依托社区城管工作站， 一种全新的以片区划网格、 管执联动一体

化的城管进社区工作模式， 正在上海闵行探索先行先试。 上海市街镇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以来， 城管

作为首支下沉到街镇的执法队伍， 如何激活基层治理的效能？ 在综合施策之下， 探索出哪些治理经验？

目前还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问题？ 近日， 记者展开实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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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Ð上海街镇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ÑÒÓ…

闵行区新虹街道地处上海“西大

门”， 街道坐拥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紧

邻国家会展中心， 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两个国家战略

的交汇之地。

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这里成为商务

区企业员工租住首选， 群租现象层出不

穷、 违规装修等问题一度成为社区治理

的痛点。

“以爱博片区网格内爱博二村为

例， 去年新装修的 200 套房屋中近 7 到

8 成都是二房东在管理， 群租、 改变房

屋使用性质、 破坏承重墙等问题频发。”

新虹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顾春晖

告诉记者， 为从源头上实现对群租现象

的管控， 街道依托“城管进社区” 工作

模式， 在 15 个居民区自治网格全覆盖

设立城管社区工作站， 积极探索“管执

联动一体化”路径，即让城管部门执法关

口前移，从之前先管理后执法的“接力”，

变成管理执法全过程“在线”。

“在我们城管工作站里， 居委、 物

业、 房管、 城管是一个共同体， 从装修

前到装修期间， 再到装修验收， 可以实

现全流程闭环管理。” 顾春晖告诉记者，

和以往相比， 如今， 城管部门在装修备

案阶段就能提前介入， 装修期间则联合

居委、 物业开展不定期巡查， 装修竣工

时再进行多方联合验收。

在此基础上， 为了打通部门之间的

信息壁垒， 新虹街道还着力打造了一套

综合执法数字监管“一平台”， 通过整

合城管、 房管、 安监等监管数据， 拓宽

非现场监管渠道， 实现对同一管理对象

在同一周期、 同一事项上的多部门线上

流程再造。

“比如在‘数治人房’ 分级分色应

用场景， 我们城管队员可以实时查看房

屋装修状态， 监督社区物业巡查履职，

实时更新装修进度照片至街道‘物业直

通车’ 平台， 做到过程可监管， 结果可

追溯。” 新虹街道党工委书记郁小明介

绍。

解决群众“关键小事” 城管有了多重身份

聚焦群众关心的城市治理问题， 从

过去单一的城管执法， 变为城管社区工

作站进驻片区网格合署办公， 融入片区

网格治理委员会， 实现与街镇各平行部

门综合施策。 在行政执法力量下沉街道

后， 闵行区正在着力探索这样一种赋能

城事治理的新路径。

去年以来， 闵行区城管执法局会同

9 个区级部门，建立城市治理“共联体”，

通过党建共建、强化管执联动，为基层治

理赋能， 并落实完成了 9 个年度项目。

同时， 在全区 68 个片区网格设立了 59

个城管工作站， 257 名城管队员下沉到

城管工作站， 进驻社区开展服务， 将城

管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治理一线。

“城管工作站是一个重要的窗口，

我们通过张贴城管进社区工作二维码，

引导市民建言献策， 通过扫码反映投诉

问题、 提交人民建议、 查询普法案例、

评价社区工作。” 闵行区城管执法局局

长余嬿说， 在这里， 城管不再是传统意

义上的执法队员， 他们同时也是人民建

议的收集员、 矛盾纠纷的调解员， 一系

列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 得以解决。

今年 2 月， 七宝镇宝隆新村小区

46 栋的居民集中向城管工作站反映，

该小区入户门区域， 电动自行车乱停乱

放问题严重，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在

得知情况后， 城管与条线部门、 社区之

间协同联动， 将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

清出， 并派专人驻点管理。

七宝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书记吴小

龙告诉记者：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 七

宝片区随后召集社建办、 派出所等多个

部门与小区居民代表商议， 在符合消

防安全的前提下， 合理规划出公共空

间， 于今年 3 月底增设新的电动自行

车棚及充电设施， 有效减缓该小区停

车难、 充电难的问题， 排除了潜在的安

全隐患。”

执法成本大幅降低 适应街镇“小社区”模式

“通过划分片区网格， 搭建城管社

区工作站， 大幅降低执法成本的同时，

也提升了执法效能。” 作为一名来自一

线的城管执法人员， 这是顾春晖最切身

的体会。

“过去我们是单纯的执法部门， 下

沉到街镇后， 最明显的变化在于， 我们

和街镇平级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变得更

加顺畅。” 从一名执法中队的副队长，

到现在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副队长， 顾春

晖已然适应了这种变化。

“原先街道是七站八所， 各个部门

各自为政， 街道很难从中协调， 现在通

过街道整合了各种资源， 我们成了城市

治理中， 街道可以调配的一支‘先头部

队’。” 顾春晖告诉记者， 为此， 在城管

社区工作站的搭建中， 街道也对城管给

与了一定的放权。 “我们街道一共设有

4 个片区， 城管社区工作站站长兼片区

网格专职主任均由我们担任， 这意味

着， 在牵头联络、 协商处置日常工作的

过程中， 城管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顾春晖透露， 就在近期， 辖区一商

户以机动车清洗未备案为由投诉隔壁

洗车行。 “我们上门检查后发现， 证

照是齐全的，实则是洗车行的噪音以及

污水问题引发了投诉者的不满。 为此，

我们通过城管社区工作站介入，由城管

牵头环保、水务、公安等多部门召开协

调会， 给出整改意见， 最终促成矛盾

的化解。”

以出租屋管理为例， 通过这样一种

流程再造的城管社区工作站模式， 今年

1 月以来， 新虹街道辖区房屋装修报备

283 户， 161 户完成了装修验收， 无一

起装修验收房屋存在违规现象， 群租诉

件也由 2023 年的 88 起下降到 58 起，

同比下降 34.09%， 装修噪音诉件同比

下降 20.48%， 改变房屋使用性质诉件

同比下降 31.43%， 治理成效初步显现。

执法事项日渐增多 移交后需谨防“以罚代管”

针对群租的联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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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高空抛物监控 记者 王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