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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3项、行政处罚136项、行政给付2项、其他行政

权力1项，主要涉及县级住建（城市管理）、农业农

村、林业和草原、水利、文化市场、消防等13个部门

的职权事项。

给基层赋权采取“端菜”与“点菜”相结合的

方式，避免简单化、“一刀切”，分类、分阶段，精

准科学推动赋权，成熟一批、赋予一批。县级部门将

一项项赋权逐个列出来形成赋权“菜单”，“端菜”

给各乡镇（街道）。各乡镇（街道）不必全盘接受，

经过研判自身需要哪些权力、能不能够执行、规模区

位、产业特点、发展状况、工作基础等因素之后，再

量力而行进行“点菜”，选择适合本乡镇（街道）情

况、有能力承接的职权，使赋权更精准、更接地气。

据省委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两个目录”起

草过程中，省委编办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改革办、

省司法厅、省政务服务管理局，认真总结近年来云南

省向乡镇（街道）赋权有关试点经验，大力践行“一

线工作法”，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与群众开展座谈访

谈，广泛公开征求意见，充分进行多方论证，并借鉴

外省经验，最终完成目录的编制。经省委深改委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以省政府决定的形式印发实施。

于是，符合云南省实际、能解决云南问题的“规

划图”诞生了。142项行政赋权中，有消防方面职

权，基于云南山区多、森林面积大、森林火灾风险高

的现实，使乡镇（街道）遇风险隐患时可以直截了当

及时处置，将改变以往需向县级上报再进行处置的局

面，进一步降低风险；有城乡规划方面职权，为集中

整理和规范农村建设用地、确保土地使用效益等问题

拓宽路径；有农业农村方面职权，为规范农产品生

产、农村市场筑起安全防护墙等。

扩能 推动资源力量向
乡镇（街道）倾斜

“两个目录”共同构成了乡镇（街道）的权责，

这是云南省第一次全面系统性地对明确乡镇（街道）

权责专门出台文件。基层的权责明确了，基层干部更

能放开手去干，基层治理的图景也愈加清晰和明朗。

推进赋权改革，出台“两个目录”只是第一步，

如何使政策落地生效，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赋权事项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是抓好“两

个目录”有效落实的最终目标。履职办事，人力财力

物力缺一不可，为此省政府提出，要坚持重心下移、

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积极推动人员力量和公共服务

资源向乡镇（街道）流动。当乡镇（街道）获得更多

职权后，各地要通过任职、挂职、招聘、选聘等不断

充实乡镇（街道）人员力量，行业主管部门要将上级

相关配套资金、装备、网络端口等下放给乡镇（街

道），为乡镇（街道）提供人、财、物和技术保障，

防止只赋权不“赋能”。

人员是赋权执行的关键。怎么把人员调动起来？

怎么让基层人员的能力与执行的要求相匹配？职权增

加后，人员力量不够怎么办？针对以上问题，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将对基层执法人员开展培训，提高他们的

能力素质，并加强业务指导。同时，结合正在推进的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在全省乡镇（街道）组建综

合行政执法队，配备与执法任务相适应的人员力量。

职权不是一“放”了之，实行“监督+评估+动

态调整”模式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保障。为确保赋权

的有效性和精准性，赋权事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会根据职权运行情况进行调整和变动，即建立起“基

层点菜、县级赋权、可退可换、及时调整”的赋权事

项动态调整机制。县（市、区）党委编办、司法局、

政务服务管理局负责对“两个目录”落实情况进行日

常监督，深入了解基层赋权改革的执行情况，对接不

住、管不好的及时进行调整；州（市）党委编办、司

法局、政务服务管理局负责牵头，适时对本地乡镇

（街道）落实“两个目录”情况进行评估，对发现的

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和措施，推动赋权事项能够可调、

可换，及时动态调整。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

沿，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抓好“两个目录”

的落实，推动乡镇（街道）明责、赋权、扩能，提高

乡镇（街道）治理能力和水平，是深入贯彻落实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有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性

工作。乡镇（街道）明责、赋权、扩能，将更好地推

进乡镇（街道）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进一步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绘就更加和美的乡村生活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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