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一
年半，几大主
流网络平台
上高校教师
创作者同比
增长逾5倍，
其中B站过
去一年的科
普内容播放
量增幅高达
1994%

■本报记者 吴金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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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好再扬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纪实
■ 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改革开放方案》发布，为前海这个“特区中的
特区”更上层楼，擘画了崭新前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
支持下，前海合作区建设突飞猛进，成为“一
国两制”框架下先行先试、引领制度创新的
“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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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朝着“无废城市”目标稳步迈进
从市民随身携带的无纺布袋，到企业废酸“变废为宝”，绿色成为城市发展动人底色

斜土路 645 号， 花甲之年的爷叔在扫码
结账后， 轻车熟路地掏出无纺布袋， 全过程
一气呵成； 洋泾街道， 46 个老旧小区喜迎
智能垃圾箱， 实现自动预警、 派单， 居民们
就此告别建筑垃圾 “围城”。

城市发展过程中， 垃圾如何得到妥善处
理， 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拥有超 2400 万
常住人口的上海， 固体废弃物的减量化、 资
源化、 无害化始终牵动人心。

去年 9 月，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简称 《固废

法》） 施行。 上海进一步提高站位， 将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放在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
局中部署推进。

从一群人的习惯改变、 市场力量的积极

参与， 到城市的治理内核之变， 绿色生活、

绿色生产始终是上海的向往与追求 。 朝着
“无废” 目标， 这座城市稳步迈进。

“纸吸管”引争议后，可降
解吸管成许多人首选

当限塑令遇上 《固废法》， 更多人意识
到 “禁塑” 不是口号， 而是动真格的。

数月前， 位于闵行区浦连路上的 “泰奇
面包” 收到 1 万元罚单， 原因是 “免费提供
的一次性塑料吸管不可降解”。 这是上海市
场监管部门承接商务领域新 《固废法》 行政
处罚权后的全市首案。

相比于商户， 限塑规定在消费端的推行
比较顺畅。 实惠的上海阿姨爷叔早习惯自带

无纺布袋。 实地调研中， 有人大代表这样评
价： “这是渗透进城市文明的 ‘精细化’。”

不过， 在一些特定场景， 限塑令依旧面
临不小挑战。 随着外卖平台的兴起， 大量外
送包装相伴而生。 一场围绕 “纸吸管” 的争
论引爆社交网络。 支持者说， 这是一种更环
保的生活方式； 反对者则吐槽， 纸吸管 “泡
一会儿就软了”。

令人感到宽慰的是， 这座城市总能找到
最妥帖的处理方案。 在南京西路商圈上班的
占小姐是一个 “奶茶控”， 最近， 她打开外
卖 App 发现 ， 许多饮品店都可选择吸管种
类， 其中 PLA 可降解吸管因不影响口感的
优点， 成了许多人的首选。

在一些法学专家看来， 限塑令是一种倡
导性政策， 与其最接近的法律依据正是新修
订的 《固废法》。 为提高执法精准性， 未来

仍有待出台更多相关规章或司法解释。

废酸“点对点”利用，“反
哺”产业发展

“无废城市” 建设的目标， 是否就意味
着没有固废产生？ 显然这并不现实， 其中关
键就在于 “资源化利用”。

家家户户都有相框，但鲜为人知的是，制
作相框的塑木，是由废弃物再利用产生的。

上海生活固废集装转运徐浦基地， 与这
些相框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海城投环
境 （集团） 有限公司资源利用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王瑞星介绍， 该基地新添了可回收物智
能分拣线和仓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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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老顽童”汪品先院
士，再次“出圈”了！

“哔哩哔哩的同学们，大
家好，我是汪品先。今后我就
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有关海
洋的科学普及的知识。”著名
海洋地质学家、 同济大学海
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
先入驻B站短短三个月 ，粉
丝已突破百万。 由他上新的
多个视频，播放量动辄百万，

不少网友在弹幕中更是刷屏
欢迎：“没想到， 有一天可以
离院士这样近！”

不止是汪品先，时下，一
批大学教授正走出 “象牙
塔”，主动拥抱“科普博主”这
一新身份， 以短视频科普的
形式提高公众对科学知识的
接受度。据不完全统计，过去
一年半时间， 几大主流网络
平台上高校教师创作者同比
增长超过5倍。“让更多学子
因科普而爱上科学， 让孩子
们重拾想当科学家的梦想。”

不少教授之所以选择 “破
圈”，初衷如是。

另一方面，在00后、10后
集聚的社交媒体 “知识区 ”

上， 对新知的渴望也带动起
一波新流量。以B站为例，过
去一年， 科普内容播放量增
幅高达1994%， 是全站增幅
最快的品类。2021年，快手站内时长在60秒以上品类视频数
增长迅猛，科学类视频赫然列前三。这番热情的“双向”奔赴
背后，到底传递着哪些科普新风向？

让看似艰涩的科学更“可爱”一些

“百慕大三角的传说是真是假？”“深海生物为何没被压
扁？”“死海为何叫死海？” ……打开汪品先院士在B站的视
频，“十万个为什么”式的科普让人不由感慨“如此接地气”。

汪品先总是从网友最关心的问题出发， 由浅入深地讲解关
于深海的一切。

以85岁高龄，走进年轻人扎堆的B站做科普，汪品先笑
称，自己是“被上网”的。近年来，他主讲的《科学与文化》系
列课程被同济大学搬上网络，好评如潮。从课堂上的两三百
名学生，一下子扩容到网络上百万数量级的“观众”，汪品先
有了新感悟：“科学家本来是很寂寞的， 如果他的看法能得
到很多人的响应，做的事情让很多人知道，这是好事。”

汪品先始终认为，科学应当是有趣的 。如果社会上普
遍对科学存在误解，认为科学很枯燥、呆板，那一定是某个
环节出了问题。科学家有必要站出来弥合这道关于知识的
“鸿沟”。

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王永健， 也正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看似艰深的物理再“可爱”一些。这位网友口中的“王
小胖老师”推出了一系列鉴定网络热门力学视频。当网友关
注云南野象群时， 他用一只小猪佩奇玩偶解释如果脑袋被
大象踩了一脚会怎么样；当我们为奥运健儿欢呼时，他便端
着一盆水详解跳水运动员究竟如何压水花……网友们骤然
发现，原来力学离生活这么近、这么有趣！

为了辟谣，也为了走近00后学生

事实上， 一批大学教授之所以决定忙里抽闲上线做科
普，和这一点有关：辟谣！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华政校园与苏河美景相融，“打卡地”呼之欲出
破墙、退岸，“独门独院”转为“人民共享”———

在大理石 “弹格路” 上漫步， 一边欣
赏苏州河美景， 一边就可以看到华东政法
大学百年历史建筑群。 这是今年7月以来，

初露面纱的苏州河华政段带给上海市民的
又一处特色滨水岸线。

苏州河华政段全长约900米， 是苏州河
长宁段 “城市项链” 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破墙、 退岸， 将百年名校的整体风貌作为

沿线景观向市民开放， 今年以来， 长宁区
与华东政法大学携手规划建设 “一带十
点”， 推动苏州河华政段滨河空间由 “独门
独院” 转为 “人民共享”。

目前， “十点” 中的思孟园和格致园
已建成开放 ， 倚竹院 、 华政桥 、 桃李园 、

东风角、 文化廊、 法剧场、 银杏院和海棠
园8个景观节点正在紧张施工中 ， 预计本
月底将全面完工开放通行。 届时， 整条慢
行步道和绿化带将串联起多元、 活力、 共

享的滨河公共空间， 百年历史建筑与苏河
美景相融， 又一个城市人文打卡地标呼之
欲出。

开放共享：百年建筑、人
文风光尽收眼底

这个夏天， 华航小区居民张先生养成
了每天沿着小区旁的健身步道去苏州河华

政段滨河空间散步的习惯 。 他还记得 ，

2019年滨河步道首次开放时， 最窄处仅有

1.5米， 只能容纳两人并行， 同时， 沿岸历
史建筑的真容被围栏、 搭建房及杂乱的灌
木丛层层遮挡。 现在， 他用手机记录下家
门口的美景 ， 第一时间发在微信朋友圈 ：

“变化太大了， 以前只能隔着围栏欣赏校园
里的建筑， 如今空间拓宽了， 历史建筑群
尽收眼底， 风景更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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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渊

一流影院进乡镇
五个新城影厅“十四五”末将超过500个

上海打造更平衡电影市场，郊区乡镇影院覆盖率将提升至80%以上，
全市新型农村电影放映示范点力争达到100个以上

闵行区浦江镇建新村紧邻浦江郊野公
园， 在这座拥有农田保护区的村里， 许多
原住民、 农民畅想过： 能不能在村里拥有
标准化电影放映设备， 让老人或腿脚不方
便的村民在家门口观赏到 3D 国产大片？

嘉定工业区， 汽车城、 医疗领域高新
技术企业、 互联网公司、 高校分校区等星
罗棋布。 许多年轻人有个心愿： 下一次再
看电影， 可否不用赶到约 20 公里外的安亭
镇， 甚至市中心城区？

抱有相似期待的还有临港新城的新住
民们： 在这座开放创新的梦想之城， 何时
能拥有第一个 IMAX 或巨幕影厅？

所有这些问号即将被拉直。 日前， 上
海市电影局出台了 《关于推进五个新城 、

乡镇影院建设和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其中明确， 到 “十四
五” 期末， 五个新城影厅总数提升至 500

个以上， 拥有 IMAX 等高端放映设备的影
院提升至八家； 郊区乡镇影院覆盖率提升
至 80%以上 ， 影厅总数提升至 1500 个以
上 ； 包括建新村在内 ， 力争在全市打造

100 个以上新型农村电影放映示范点。

目前， “加快本市五个新城等重点区
域影院和乡镇影院建设” 已被中共上海市
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列入上海
市 “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点发展项目清单。

当上海全市的银幕总数已跃居全球城市第

一， 让一流影院进乡镇， 让高端设备走近
千万家， 让农村和公益电影放映满足更多
市民需求———这是上海正在打造的更平衡、

更健康、 更繁荣的电影市场， 也是助力打
响 “上海文化 ” 品牌 、 提升城市软实力 、

建设人民城市的题中应有之义。

优化布局，激活上海电
影市场全新增长点

上海电影市场在 “十三五” 时期交出
了漂亮答卷。 全市影院银幕数从 2016 年初
的 1065 块， 增长到 2020 年末的 2348 块，

增幅超 120%。 2016 年 ， 上海影院规模 、

票房时隔多年再次超越北京， 领跑全国城
市票房持续至今。 2020 年， 上海影院银幕
数跃居全球第一 。 自 2006 年起 ， 上海农
村公益数字电影放映连续 14 年超额完成
国家要求， 实现 “一村一月两场” 的放映
目标。

各项硬指标显著增强， 上海电影市场
还能向哪里挖潜？

茛 下转第二版

创新公益放映机制，让城
乡居民享受相同的观影体验

■本报记者 王彦

转版导读

苏州河华政段规划建设“一带十点”，其中思孟园和格致园已建成开放。 均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制图：冯晓瑜

四大板块千余场活动
打造公共科普文化空间

今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昨天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会
客厅———“天地之间 科学筑梦”专场活
动，拉开了2021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日”系
列活动的序幕。未来一周，从市级主场到
街镇社区，从科普基地到商圈公园，从线
下活动到线上平台，千余场科普活动将在
上海各个角落与市民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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