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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入“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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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长三角，嘉兴交通运输领域的区域执法协作工作通过突破固化思维，丰富行动载体，实现先
行先试；嘉兴推进机制建设，加大制度供给，实现提质增效；嘉兴坚持数字赋能，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数智一体；嘉兴总结优秀案
例，提炼创新亮点，实现以点带面；嘉兴树立嘉兴品牌，打造区域标准，实现同频共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展现强有力的
嘉兴担当，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有益借鉴和示范样板。

勇立潮头 先行先试
长三角交通运输区域执法协作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
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取得明显成效，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增强。但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跨区域共建共享共保共治机制尚不健全，阻
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政壁垒仍未完全打破，全面深化改革还没有形成系
统集成效应，这些都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2023 年 4 月 20 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文，决定组织开展交通运输区域执法
协作试点示范工作，加强政策协同、完善工作机制、深化信息共享、强化协作联
动，推动区域执法协作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数字化，切实形成区域执法监管
和执法服务合力，打造共建共管共治的交通运输一体化治理格局，更好地服务保
障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长三角交通运输区域执法协作，嘉兴早已壮志满怀。
嘉兴交通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意识超前，筑起“四梁八柱”，“打法”清晰，“火

力”集中，初步探索出具有示范意义的长三角一体化交通运输协同执法新路径，
逐步构建规范明确、权力清晰、信息共享的常态化交通运输协同执法机制，成果
逐步显现。

长三角一体化国家区域战略演进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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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处于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区域，东临上海，南依杭
州，北接苏州，西连湖州，是连接长三角各个城市以及长江三角洲的重要枢纽，更
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交通和物流中心。

嘉兴运输模式代表性强。嘉兴市公路密度、高速公路密度、航道密度、航道
总里程、高等级航道总里程等 5 个重要指标连续多年保持浙江省首位。嘉兴交
通运输市场点多面广线长，危货、客运等运输市场领域广、业态多，货运运输水陆
并进，放眼整个长三角地区都极具代表性。

长三角地区路网、内河海港水路纵横连接，既为地区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人
员物资交通运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带来了大量毗邻地区交通运输管理重复
执法或监管真空的问题。交通执法任务日趋繁重，执法监管难度不断加大。

区域发展一体化的显著标志就是交通一体化，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内在要求，也是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长三角地区在提升基础设施互通互联水平的同时，更需打造共建共管共
治的交通运输一体化治理格局，切实形成区域执法监管和执法服务合力，提高经
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作为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已内化为交通执法人
改革创新的思想自觉，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工作，嘉兴敢为人先。

担时代重任 嘉兴敢为

实践长才干，历练出真知。为此，嘉兴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主动出击，积极
对接，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执法工作联动机制的模式探索。

早在 2012 年，嘉兴市嘉善县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成立了“嘉善县城市交通联合
执法大队”，探索组建辖区内跨部门联合执法队伍工作模式。在此基础上，2018
年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嘉兴市交通部门顺利在嘉善红旗塘等省际交界点
设置联合检查站，由浙江、上海两地公安、海事部门实施“一站四检”联合勤务模
式，联合查控机制大幅缩短船舶滞留时间，方便船舶入沪手续办理，获得广泛好
评。此后，平湖市和嘉善县在浙沪交界经常性开展世博会、互联网、进博会安保
等水上联合执法行动。

交通执法改革后，嘉兴不断强化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执法协作机制，联合执法愈
发频繁。近年来，嘉兴市交通执法队与吴江交通执法队开展跨省联合执法行动近
20次，出动执法人员 84人次，检查车辆 100余辆次，检查船舶 90余艘，查处违法行
为 38起。平湖市与上海西南片区（金山辖区、总队十大队辖区）就开展联合协同执
法行动 15次，共出动执法人员 276人次，查处案件 49起，罚款 18万余元。

今年 4 月 6 日至 7 日，长三角地区交通运输信用一体化建设工作例会在嘉兴
召开。嘉兴市交通运输部门作为长三角区域信用治超试点单位，围绕超限超载、

“两客一危”等重点领域，以机制建设为牵引，以“党建+治理”“数据+智治”“执
法+协同”等“3+”行动为抓手，积极探索长三角区域执法一体化，创新性提出多
层次全方位合作机制 17 项，扎实推进长三角地区信用一体化建设推深做实。

十年磨一剑 渐入“嘉”境

在组建辖区内跨部门联合执法队伍、设立省际交界点检查站、组织召开不同层级执法协
同联席会议、基层交通执法部门自发签订执法协议、组织开展跨区域技能比武等多项活动的
基础上，2022 年 3 月，嘉兴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组建了“长三角一体化交通运输协同执法”
工作专班，在调研原有工作机制体制建设和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具有示范意义的长三角一体
化交通运输协同执法新路径，构建规范明确、权力清晰、信息共享的常态化交通运输协同执
法机制。

裁衣需量体，下药需对症。执法权力配置存在差异、制度供给顶层设计不足、执法协作基
础台账未建立、具体执法事项衔接效率不高、协同数据统一平台建设滞后、协同工作督查评估
机制不健全……基于一体化交通运输协同执法工作实践，嘉兴市交通运输部门有意识地总结
梳理了存在的问题，开展了“长三角一体化交通运输协同执法机制研究”课题项目研究。该课
题确立为“2022 年嘉兴市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创新案例的储备类创新案例”项目。

找准问题，逐个击破。2022 年 8 月 24 日，嘉兴交通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主动出击，
与上海总队十大队、金山交通执法大队就建立联合执法站所与机制进行了深入讨论，确定以党
建引领联合执法建设联合执法站。2023 年 1 月 17 日，嘉兴市交通运输局高度要求以党建为引
领探索建立相互延伸五公里的毗邻联合执法区域，探索毗邻区域执法人员执法资格应用实践，
探索基层数字信息应用实践，不断总结提升亮点，为交通运输毗邻区域联合执法提供可推广可
复制经验。

如今平湖在 G228 国道 K3584+400 右侧“平湖市－上海金山（西南）片区”联合执法站已在
建设中，设置联合执法调度室、联合执法指挥长室、询问室、重大案件联席会议室、联合执法案
件处理中心等功能区。同时，平湖明确了站所的职责内容，建立了事项清单、运作规范，在细
化毗邻党建机制的同时，完善了执法工作机制与区域融合机制，对队伍管理、公开公示、接受
监督等具体运行方式进行了规范，为破解跨界执法难、信息协同难、统一标准难等问题。

嘉兴在“空白区”里攻坚克难、勇闯新路，依托“一站式”执法平台应用，实现毗邻地区交通
行政执法“一站式”处理，为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打造了一个样板间，交出了一份可实
操可落地可复制的高质量“嘉兴平湖”答卷。

嘉兴的“打法”创新机制

长三角一体化推进中，数字一体化是必由之路。“数字赋能”更是推进一体化协同执法机制
建设的一大抓手。2022 年以来，嘉兴市交通运输执法数字化改革有了长足进步，先后取得并
开展《内河水上交通数字巡航》《毗邻地区两客一危协同智治》《快速响应协同指挥》《内河水上
反走私智控》4 个试点建设项目。随着项目的建设和完成，嘉兴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已完全具备
与上海等地区的协同执法信息化基础、网络基础甚至硬件基础，且项目本身预留了预算和技术
的储备，做好了与毗邻地区的对接准备。

其中嘉善县全域数字孪生航道云控平台，具有标杆性、先进性，在探索“打破信息壁垒、实
现数智一体”的道路上多次跨越跃升，在长三角交通运输区域执法数字化协作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该云控平台以全县航道网底盘、重要港航基础设施数据、航道电子卡口感知数据为基础，
从航道运行监测和数字孪生管控两个方面，实现嘉善全域航道（一期实现重点骨干航道）的数
字化、智能化、可视化监测与管控。已完成一期建设的“嘉善水网睿控系统”创新项目通过“系
统感知”“系统智治”“系统保障”，实现了水上交通运输领域数字化建管和执法的有效运用，在
水上交通防疫、非现场执法、重大活动安保、水上防汛防台交通管控指挥等重大场景实践运
用，有效提升管理成效，实现“智能在端”。

如今，在嘉善红旗塘，嘉兴交通执法人员可利用杭申线入沪上游 1500 米横港大桥的卡口
激光监测系统，完成对入沪方向船舶的船名身份识别和相关入沪信息核查，由视频监控室对涉
疑目标船舶以 VHF、电话通知形式发出停泊临时受检指令。一站式查控机制让所有受检船舶
提只需要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完成海事入沪信息核查和公安对随船人员的身份甄别。

在今年开展的嘉善县工程渣土联合整治暨“春雷行动”中，“嘉善水网睿控系统”可通过三
维激光建模、多源数据融合，形成了“船舶指纹库”，实现了对故意遮挡舶船铭牌、套牌、AIS 不
开机、夜间作业等船舶的有效甄别，对水上跨区域渣土违法运输、偷倒行为的自动预警，对目
标船舶的精准追踪管理，标志着嘉兴水上交通执法数字化水平已迈上全新台阶。

线上数据共融，线下多跨执法。获益于嘉善县全域数字孪生航道云控平台，嘉善实现了水
上运输行为的跨场景、跨部门、跨业务、跨区域的综合管理。“嘉兴数字交通大脑”，已不止于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目前，嘉善的船舶识别率从以往的不足 70%，上升到 90%以上；3 月份水
上交通事故同比下降 33%，水上通航秩序明显好转，为长三角核心区域提供安全有序水上营商
环境，成为长三角地区水上交通运输执法数字化标杆。

截至目前，上海青浦和江苏吴江区检察、交通、综合执法等部门来嘉兴考察交流 10 余次。
江苏吴江、上海青浦均拟于今年建 10 套嘉善水上样板系统，积极推广长三角区域水上电子卡
口，加强统一数据标准、统一技术规范对接，加速区域内信息互通共享、联动管理，推动从“事
后管理”为主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管理”，共同打造一体化示范区水网安全监测“一张
网”。

嘉兴的“火力”数据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