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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全面启动国家级和省级试点镇的改革工作，努力增强基层发展活力。塘桥镇作为张家

港市“高铁新城”建设重要板块，是全市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桥头堡”。自 2017 年 11 月入选江苏

省第二批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以来，塘桥镇全面把握改革试点契机，探索构建扁平集约的

组织架构、集中高效的审批模式、精准发力的监管服务和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着力破解“小马拉大车”困

境，有效推进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镇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扁平集约，构建新型基层政府架构

塘桥镇是苏南乡镇工业发源地之一，全镇现有工业企业 1500多家，拥有鹿港、银河 2家主板上市企业

和索尔新能源等 8家“新三板”挂牌企业。201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9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 203亿元，

蝉联全国综合实力百强镇榜单。

伴随着经济总量日益扩大，人口集聚度逐渐升高、企业需求愈发多元和社会管理压力日趋增大，传统

镇级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同步、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执法体制与执法诉求不适应、管理兑现和机构

编制数额不相称，已成为掣肘全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2017年底，塘桥镇被列为江苏省第二批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镇。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

塘桥镇打破机构编制壁垒，整合重组机构编制资源，组建“一办七局”，构建“人员编制精干、管理扁平

高效、运行机制灵活”的新型基层政府架构。

在组织架构上，党政办公室主要负责全镇党务、政务和机关日常事务工作；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主

要负责全镇人事、机构编制和劳动保障等相关工作；经济发展局（挂农村工作局牌子）主要负责全镇经济

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工作以及乡村振兴、“三农”等工作；财政和资产管理局（与市财政局塘桥分局合署

办公）主要负责全镇财政、物价、审计和投融资等工作；建设局、社会事业局、综合执法局（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办公室牌子）、行政审批局等各自负责相应工作。



在人员调配上，打破人员编制分属各单位界限，将所有编制人员装进“一个框”，根据岗位职责对人

员进行分类管理，统一办理事业性质人员的档案、流动、职称、继续教育等人事管理服务工作，变“身份

管理”为“系统管理”。同时，按照岗位需要，综合考量年龄、专业知识和技能结构，选拔年纪轻、能力

强、能干事的同志充实到一线审批岗位和重要职能机构。在此基础上，组织不同层次和形式多样的培训、

研讨会，不断提升干部队伍的整体业务技能。

通过整合行政资源、统筹人员使用，塘桥镇构建起一套扁平集约、适应“高铁新城”发展的新型基层

政府架构，彻底打破了过去行政、事业机构运行分离导致的衔接不畅、管理脱节、运行效能低下等瓶颈，

也为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各类干部人才提供了施展拳脚的最佳舞台。

便民高效，实行“一枚公章管审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塘桥镇按照“一站式”

审批服务要求，建立了总面积 4000平方米的为民服务中心，全面整合全镇服务机构。

该中心于去年 12月正式对外运营，有工作人员 80余人，1枚行政审批印章，设置 38个服务窗口，办

理企业开办、涉税事务、不动产登记、投资项目审批、户外广告登记、新市民积分、社保医保等涉及二十

多个部门的 267项业务（其中承接县级政府下放的审批权限有 91项）。全面推动以“一窗式、网上办、不

见面”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审批服务，日均办理 600 余件，有效地提升了办事便利程度，让企业和群众少跑

腿、少等待、好办事。

再造审批流程，实现审批模式高效化。行政审批局组建、审批权“平移”，只是改革迈出的第一步。

理顺体制机制、挖掘行政审批改革的集成优势，才是改革主要方向。塘桥镇再造审批流程，推进审批事项

标准化、审批层级简约化、审批服务高效化，不断提高审批效能。创新“六个通办”思路，即一窗通办（综

窗办）、一次办、马上办、就近办、网上办、陪代办，实现审批服务便利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助力打

造良好营商环境，为企业进驻注入强大动能。

协作联动，织牢新型基层治理网络

围绕“镇村治理一张网”“指挥调度一中心”“综合执法一队伍”改革目标，塘桥镇整合政府部门的

执法功能和资源，深化协作联动格局，构建综合管理服务新模式，促进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

紧扣“镇村治理一张网”，实现网络化管理全覆盖。结合镇村治理“一张网”要求，按照 300—500 户、

1000—1500人标准，全镇共划分 112个基层综合网格，22个专属网格，逐步构建起“1+19+112+N”的工作

体系，即做强一个指挥中心、做实 19个村社区一级网格、做细 112个二级网格、延伸 N个公共社会管理系

统，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整合综治、信访、司法、安监、环保等条线网格，实现网格管理全覆盖。同时，

开发塘桥镇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包含网格化平台、政务服务平台、综合执法平台、视频监控平台和塘桥网

格通手机 APP

。紧扣“指挥调度一中心”改革目标，打造线下线上一体的“智慧塘桥”平台。筹建镇综合指挥中心，

并于 2018 年 12 月试运行。指挥中心打破部门壁垒、联合快速办公，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

化手段，对全区范围内的项目监管、民生热点、社会治理等综合管理服务事项进行信息采集、指挥调度和

监督考核，一个平台管指挥，实现了对社会治理的全领域覆盖、全时段监控、全过程留痕和全方位考核。

各村居网格巡查员通过日常走访，收集网格内的社情民意并通过塘桥网格通 APP 进行上报，中心对收集到



的社情民意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判，每月制作指挥中心工作简报，辅助镇领导进行决策，逐步打造线上

线下一体化的“智慧塘桥”指挥平台。

紧扣“综合执法一队伍”改革目标，推行联合综合行政执法。针对推诿扯皮、重复执法等问题，严格

按照省“三级四同”标准，对城市管理、安全生产等 8 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限进行梳理，形成 656 项行政

执法权限清单，组建镇综合执法局，推行联合综合行政执法。目前，镇综合执法局共有工作人员 103 名，

与常住人口数比达到了万分之六，有编制的 27 人，有执法证的 17 人，共分 3个中队，分片区开展执法工

作。为提高综合执法效能，建立信息化综合执法平台，开发城市管理和安监执法“双随机”系统，并依托

执法平台和移动执法终端，为现场执法提供信息支持，实现闭环管理，快速精准处置各类问题。

塘桥镇改革试点的初显成效，彰显了新时代经济发达镇以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增创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的巨大潜力与优势，其创新做法为推进基层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但在进一步做好深化改革、扩大成果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比如专业人才尤其是审批、执法方面的人

才紧缺，需要上级政府给予更多指导培训，支持基层探索专业人才培育路径，健全合理顺畅的人才流动机

制；比如目前在与国家专网、审批专网数据资源对接上存在“多套系统、多个流程、多次录入”问题，需

要自上而下统筹推动数据资源共享，打通壁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