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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面貌质量有效提升

市环保督察组向黄浦闵行松江反馈意见

本报讯 （记者张懿） 上海市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分别向黄

浦、 闵行、 松江三区通报此前开展的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认为

三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也存在一些问题， 要

求三区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统计显示， 督察期间， 三区共

办理群众举报 500 余件， 罚款近 5000 万元。

今年 7 月 5 日至 25 日， 经市委、 市政府批准， 市环境保

护督察组分别对黄浦、 闵行、 松江三区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昨

天的督察情况反馈会上， 督察组表示， 三区积极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市委、 市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决策部

署， 突出区域特点， 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 有效提升了区

域环境面貌和质量。

督察认为， 三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

效，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特别是有些中央环保督察问题

整改不够彻底且有回潮反复现象，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环

境管理不到位。 黄浦区精细化管理水平、 推进解决区内主要环

境问题及部分污染防治工作落实的力度不够； 垃圾处置监管不

力， 一些突出的餐饮油烟扰民、 社会噪声扰民问题长期没有解

决； 机动车尾气超标联合执法工作未落实； 生态环保管理机制

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 闵行区水环境整治有反复， 部分河道水

质不达标， 未严格按照 “一河一策” 方案开展河道整治， 雨污

分流、 截污纳管不彻底； 扬尘污染较为突出， 建设工地和道路

扬尘监管不到位； 吴泾工业区环境问题、 黄浦江沿线码头堆场

环境问题突出。 松江区的环境基础配套不到位， 环境风险防控

较为薄弱； “五违四必”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存在盲区， 河道整

治不到位； 涉重金属企业环保监管不到位； 部分区域领域环境

问题突出， 环境执法监管有待加强。

根据督察组通报， 督察期间， 按照边督边改的要求， 三区

共计办理群众举报 511件， 其中责令整改 491件， 立案处罚 344

件， 罚款 4912.3万元， 约谈相关责任人员 90 人次， 查封企业 3

家， 刑事拘留 2 人， 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

督察要求， 黄浦、 闵行、 松江三区要全面落实上海市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加快补齐环境短板， 进一步推进绿色发

展， 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环境的需要。 应根据 《上海市环

境保护督察实施方案 （试行）》 和督察反馈意见， 抓紧研究制

定整改方案， 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送市委、 市政府， 并及时向

社会公开。 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 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

调查， 逐一厘清责任， 并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昨天的督察情况反馈会上， 三区区委、 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作了表态发言。

六高校前沿科学中心获教育部立项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教育部官网昨天发布消息， 对六所

高校的六个前沿中心予以立项建设。 具体内容是： 清华大学

将立项建设量子信息前沿科学中心、 北京大学建设纳光电子

前沿科学中心、 天津大学建设合成生物学前沿科学中心、 浙

江大学建设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 同济大学建设细胞

干性与命运编辑前沿科学中心、 四川大学建设疾病分子网络

前沿科学中心。 教育部要求， 六个前沿科学中心要把中心建设

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抓手， 结合 “双一

流” 建设规划布局， 汇聚整合各类创新资源， 发挥学科群优

势， 面向世界汇聚一流人才团队， 促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 建

设体制机制改革示范区， 率先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 引领性原

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在关键领域自主创新中发挥前沿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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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岸22个望江驿将成文化新网红
浦东滨江望江驿昨开张，遇见、身临、悦读三间特色样板房亮相

沿着黄浦江东岸滨江，从杨浦大桥、新

华绿地、船厂绿地，一直到徐浦大桥，共散落

着 22 个神奇的“盒子”。 走进每个“盒子”打

卡、环游一天，或是伴着江涛声阅读图书，与

文化名人亲密接触，又或是尝试一下科技感

十足的虚拟现实（VR）技术，今后还可能遇

上时尚快闪店、网红餐饮、新潮产品首发等

等———这 22 个“盒子”叫做“望江驿”，黄浦

江东岸 22 公里，每一公里就有 1 个。

昨天 ， 浦东新区率先推出 “遇见 ”

“身临” “悦读” 三间特色样板房， 整合多

种文化功能和内容资源， 邀请市民百姓进

来坐一坐、 玩一玩。

不固定 、可移动 ，内容设置
跟着市民喜好走

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的初衷是

“还江于民”。 坐在东岸 22 幢高颜值的透明

小木屋里， 市民可以直接眺望浦江， 喝上

一杯热水、 小坐片刻———这也正是 “望江

驿” 名字的由来。

如何在满足市民休憩等基本需求基础

上， 进一步挖掘出望江驿的文化特色？ 此

次浦东新区打造的三个驿站样板间， 在设

计之初就展开充分调研， 最终选择了在老

百姓中有较好反响和口碑的直播间、 阅读

空间、 VR 体验空间等形式。

既有百姓摄影作品的展陈展示 ， 又

有名人名家的手稿和珍品 ； 既有充满未

来感的 VR 电影 、 又有传统的邮政文化体

验…… “文化+党建” “文化+科技” “文

化+时尚 ” 等多种组合方式在望江驿碰撞

出火花， 三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也为市

民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休闲体验。

最好的望江驿， 一定是最受市民喜爱

的望江驿。 记者了解到， 望江驿的文化空

间将做到不固定、 可移动， 主办方会定期

请市民打分评选出最喜爱的空间形式， 根

据市民的喜好不断调整空间的内容设置 ，

真正做到想市民所想、 为市民打造。

一条22公里长的品质生活
体验带正在诞生

在“望江驿·遇见”，有 500 多本由文化

名人推荐的书籍可供市民游客随时翻阅。这

里还摆放着中国书法大师沈鹏的书法作品、

“芭蕾舞皇后”谭元元的舞鞋、世界国际象棋

冠军居文君的国际象棋、上海评弹团团长高

博文的三弦、作家叶辛的手稿、中国京剧梅

派艺术第三代传人李健的头饰等展品，整个

空间充满了艺术的温暖感。

白天， 它是一间安静的城市书房， 入

夜就变成了热闹的文化直播间———目前人

民网上海频道、 看看新闻、 喜马拉雅 FM、

今日头条、 抖音等 22 家媒体都已入驻， 每

周一至周六 19 时， 或是美食、 旅行、 时尚

的沙龙 ， 或是理财 、 健康主题的小讲座 ，

还有王佩瑜、 叶辛等文化名人前来与大家

聊天分享， 丰富多彩的直播内容已经让这

个望江驿在网络上吸引到了不少 “粉丝”。

未来， 漫步在黄浦江畔东岸的 22 座望

江驿， 市民游客还可以畅想更加丰富多彩

的城市生活———品尝最热门的网红餐饮、体

验最酷炫的科技、感受新品首发的新潮。 以

三间样板间作为起步，望江驿有望承载更多

的功能，包括尝试集合图书阅读、电子竞技、

艺术展示 、亲子娱乐 、时尚运动 、美妆服饰

等，做到“一驿站一特色”，打造一条 22 公里

长、独具浦东特色的东岸滨江品质生活体验

带。 而附近已经日渐成熟的筒仓 、1862 剧

场， 也将和望江驿一起，与对面的西岸遥相

呼应， 成为城市文化空间体验新地标。

赵登禹：将军血战不归还
赵登禹， 字舜臣 。 １８９８ 年出生于山东

菏泽。 １９１４ 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 ， 由士兵

晋升为排长、 连长、 营长、 副团长、 旅长、

师长等职。 １９２６ 年参加北伐。

九一八事变后， 赵登禹主张抵抗日本。

１９３３ 年任第 ２９ 军 ３７ 师 １０９ 旅旅长 。 １９３３

年第 ２９ 军长城抗战时， 赵登禹奉命率部增

援喜峰口、 潘家口， 与敌激战， 取得胜利，

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大涨了抗日军民的

士气， 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第 132 师

师长 ， 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 1935 年 8

月， 第 29 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下

旬， 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 分别向北

平、 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 日

军出动 ４０ 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 ， 并有

３０００ 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

担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２９ 军 １３２ 师师长的

赵登禹， 率部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

１３２ 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 不畏强

敌 ， 奋勇抵抗 。 南苑一带地势平坦 ， 无险

可守 。 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 ， 分割包

围 。 部队孤军作战 ， 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

狂轰滥炸下 ， 损失惨重 。 赵登禹率部誓死

坚守阵地， 拼死抗击。 ７ 月 ２８ 日， 在奉命

向北平撤退途中 ， 遭日军伏击 ， 赵登禹指

挥部队与日军激战 ， 胸部中弹牺牲 ， 时年

３９ 岁。

抗战胜利后， 北平市政府将北河沿大街

改名为赵登禹路， 以示纪念。

１９９５ 年， 抗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 山东

省菏泽市为纪念家乡的抗日英雄， 在菏泽曹

州书画院成立了赵登禹纪念馆， 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新华社记者 闫祥岭
（据新华社济南 １０ 月 ２５ 日电）

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核心承载区

浦东重点推进特色文化集聚带等八项重大建设任务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 浦东新区昨

天在民生艺术码头召开文化工作推进会，

宣布将集全区之力建成上海国际文化大都

市核心承载区， 重点推进特色文化集聚带

等八项重大建设任务。

经过半年专项调研， 浦东此次形成了

一份调研总报告和对标研究篇等十个子报

告 ， 并在此基础上转化形成六项政策成

果。 《浦东新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打造

文化高地的实施意见》 定位于未来 5-10

年指导全区文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提出

建设提升 “文化+” 融合发展等四个文化

集聚平台能级。 《浦东落实 “市文创 50

条 ” 的实施办法 》 推出 “浦东文创 16

条”， 明确发展电竞产业、 影视产业、 数

字内容 、 文化贸易 、 演艺 、 文化装备六

个核心板块 ， 力争使文化创意产业支柱

性产业地位更加凸显 ， 文化创意产业增

加值占全区生产总值 （GDP） 比重 13%

以上。

市委常委 、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

亮， 副市长翁铁慧出席。

游客正在望江驿内体验虚拟现实技术。 黄日阅摄

”■陆为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移动电话就在美、 日问世， 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 在全世界范围内， 移动电话仍被定位为少数人的豪华奢侈通信设备。 1999

年上海移动成立之初， 上海手机用户不到 140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手机渐渐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2000年 4月，上海移动手机用户放号速度首次超过同期固定

电话。 之后，移动通信的发展势头一路高歌。 如今，上海移动手机用户已经超过 2500万。 中国

移动上海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力表示：作为上海通信运营商的主力军，上海移动始

终不忘初心，让用户体验更加舒心，让服务业务更加贴心，让市民通信更加放心。

上海移动不忘初心，提速降费改善民生福祉
见证祖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从心出发
门店转型服务升级

如今，走进移动营业厅，眼前是明亮

宽敞的大厅，温馨零距离的柜台。在工作

人员亲切热情的指引下领取号码， 在等

候的期间还可体验厅内 “书香文化”，一

切井井有条、悠然自得。 事实上，眼前的

布局和外观， 与十多年前营业厅刚开业

之初的景象已有巨大区别。 九江路营业

厅是上海移动第一批开张营业的网点之

一，当时的业务台席都采用高柜台，用户

需站立办理业务。高高矗立的营业柜台，

象征着手机用户的尊享和可贵， 却也诉

说着那个年代移动通信的凤毛麟角。 多

年来，上海移动坚持“客户为根、服务为

本”， 追求客户在移动营业厅的至善体

验。 如今，高柜台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

之的矮柜受理台席， 它以一种开放式的

姿态拉近了公司与用户之间的距离，也

让双方的交流实现顺畅无界。

近来年 ， “互联网+” 时代来临 ，

创新、 融合、 互动， 是实体店转型升级

的必然趋势， 上海移动的营业厅也在与

时俱进。 新时代、 新浪潮， 已赋予营业

厅更多的内涵和可能 。 2017 年底 ， 杨

浦滨江营业厅开业， 厅内的终端陈列区

有手持平板的业务员为客户办理业务，

还有咪咕咖啡、移动图书馆，营造了娴静

文雅的休憩氛围。今年国庆期间，上海移

动首家新零售概念店浦东云莲营业厅正

式开业，通过引入智能家居产品专区，接

入大数据应用展示，运用 AI 技术服务管

理，给客户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 从此，

营业厅不再是局限于办理业务的场所，

也是客户体验高新科技或享受片刻宁静

的场所。未来，移动营业厅将会以怎样的

形态引领数字时代的服务标准， 值得我

们期待和憧憬。

无需用户“进门”

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变

化，经济形势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日益精

彩。 互联网络的发展，使得网络聊天、购

物、支付成为人们生活新模式。 2001 年，

上海移动开通网上营业厅， 给了客户业

务办理更多的自主权。 如今， 智能手机

“全民化”，掌厅、微厅成为越来越多用户

办理业务的首选。 目前， 每天已有超过

50 万笔业务通过电子渠道办理，约占每

天业务量的三分之二。

同时，实体渠道也渐渐从以往的“坐

商”，转型为全渠道营销的“行商”。 2009

年，上海移动推出家庭宽带业务，为上海

居民提供了新的家庭娱乐选择。 数百名

小区经理走进了居民小区答疑解惑，帮

助用户从认识、了解，到最终选择了“价

低质优”的移动宽带。 如今，移动宽带经

过近 10 年的成长和发展， 成功打造了

“新速度、新价格、新内容、新品质”宽带

品牌。 2018 年 8 月，上海移动家宽用户

已超 150 万， 约九成的新增用户都选择

了移动宽带，作为宽带后起之秀，移动备

受青睐。

上海移动工作人员走进小区， 也踏

入校园。 每一次的高校新生报到季， 都

有移动人奔波服务的身影。 随着校园生

活信息化普及， 一张小小的手机卡早已

无法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数字通信需

求。 上海移动校园新生的活动礼包， 从

一开始的手机号码 、 到现在的 “4G 高

速流量+校园区域流量+宿舍宽带+群内

免费通话”， 一揽子解决学生们的通信

问题。 十几年来， 上海移动校园现场的

迎新人员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

新生。 他们的服装从 “移动” 蓝、 “动

感” 橙再到 “And” 红， 但始终如一的，

是上海移动为莘莘学子提供优质网络和

服务的真心。

迈进数字时代
提速降费信息惠民

从黑白屏手机， 到智能终端， 人们

的通信方式的变化有目共睹。 从 “煲电

话粥” 和 “拇指一族”， 到飞一般的 4G

网络， 在上海移动的陪伴下， 人们使用

着越来越丰富的移动通信业务， 自在畅

享数字生活 。 2013 年 ， 上海移动 TD-

LTE 扩大规模试验友好客户的招募工作

正式启动， 标志着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

市进入真正的 4G 时代。 同年， 中国移

动推出商业主品牌 “和”， 表达了人与

人 、 人与世界 、 物与物之间无限的连

接 ， 也寓意着中国移动时刻在客户身

边， 和每个人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如今， 百姓生活与数字信息密不可

分 ， 智慧城市建设进入 “快车道 ” 。

2013 年 ， 第一位 4G 用户诞生 ， 当年 ，

人均月流量不超过 100M， 如今这个数

字已经超过 4 个 G。 手机游戏、 移动支

付、 短视频客户端， 人们对流量使用的

需求日益增大， 但是流量使用的单价却

在不断地向下探底。 近年来， 上海移动

“提速降费” 的步子越迈越大， 老百姓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幅提升。 取消语音

通话长途和漫游费、 降低国际资费、 推

出全国大流量套餐、 取消手机流量漫游

费……上海移动推出各种丰富的流量优

惠活动及流量特惠产品 ， 已惠及超过

2500 万移动用户 ， 用户流量单价较三

年前下降幅度超过 80%?

上海移动的 “提速降费” 也给企业

用户带来 “福音”。 2017 年底， 上海移

动在市经信委的指导下， 与市中小企业

办 、 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共同发布

“New Power 信息化新动力 ” 计划 ， 通

过千兆网络精品 4G、 光网宽带全面提

速等新举措提速降费、 助力双创， 促进

中小企业信息化应用能力提升。 一年多

来， “New Power” 已惠及 3000 余家中

小企业， 企业宽带成本节省 60%以上，

“New Power” 已逐渐成为一个为中小企

业量身定制的信息化服务超市。

未来 ， 上海移动将继续坚持 “提

速降费 ”， 让 “互联网+” 深入社会的

方方面面 ， 加快传统产业向数字化 、

智能化 、 绿色化转型 ， 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助力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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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上海移动时刻在客户身

边， 和每个人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下左图： “互联网+? 时代来

临 ， 上海移动的营业厅向着 “创

新、 融合、 互动” 与时俱进， 引领

数字时代的服务标准。

下右图： 为配合进口博览会的

成功举办， 上海移动开通了 10086

多语种专席， 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

参会嘉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