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上半年度，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委托第三方，对本

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城市化区域的市容环境开展了社会公众满意度

测评，测评主要内容为“道路、建（构）筑物、居住区、绿地、工地、集市

菜场、交通集散地、校园周边、医院周边、公厕、水域、车容车貌、服务

规范”等 13 大类和 48 项具体指标。测评得分共分优秀（85 分以上）、
良好（80－85 分）、尚可（75－80 分）、一般（70－75 分）、较差（70 分以

下）等 5 种市容环境状况，现将测评结果公告如下：

全市各区

全市 16个区中，市容环境状况处于良好的区为徐汇区、长宁区、黄
浦区、静安区、杨浦区、虹口区，尚可的区为宝山区、嘉定区、普陀区、松江

区、浦东新区、青浦区、闵行区、金山区、奉贤区、崇明区。

中心城区街道（镇）
优秀（17 个，第 1-17 名）：静安寺街道、南京西路街道、康健新

村街道、南京东路街道、程家桥街道、瑞金二路街道、虹桥街道、外滩

街道、新华路街道、凉城新村街道、四平路街道、徐家汇街道、石门二

路街道、陆家嘴街道、枫林路街道、周家桥街道、花木街道

良好（60 个，第 18-77 名）：友谊路街道、五里桥街道、田林街

道、大宁路街道、长征镇、曹家渡街道、打浦桥街道、天平路街道、江

宁路街道、万里街道、斜土路街道、天山路街道、欧阳路街道、湖南路

街道、江苏路街道、塘桥街道、曲阳路街道、淮海中路街道、莘庄镇、
潍坊新村街道、五角场街道、曹杨新村街道、新江湾城街道、临汾路

街道、半淞园路街道、凌云街道、华阳路街道、周家渡街道、方松街

道、菊园新区、吴淞街道、五角场镇、殷行街道、古美路街道、虹梅街

道、张庙街道、广富林街道、控江路街道、长桥街道、龙华街道、漕河

泾街道、甘泉路街道、彭浦镇、北新泾街道、嘉定镇街道、城桥镇、延
吉新村街道、浦兴路街道、高境镇、新虹街道、新泾镇、仙霞新村街

道、共和新路街道、广中路街道、沪东新村街道、夏阳街道、江湾镇街

道、新成路街道、南桥镇、天目西路街道

尚可（37个，第 78-114名）：庙行镇、桃浦镇、东明路街道、四川

北路街道、上钢新村街道、华泾镇、平凉路街道、石化街道、长白新村

街道、真如镇街道、彭浦新村街道、嘉兴路街道、长风新村街道、江浦

路街道、江川路街道、定海路街道、永丰街道、大桥街道、提篮桥街

道、金杨新村街道、老西门街道、宜川路街道、虹桥镇、豫园街道、岳
阳街道、小东门街道、长寿路街道、中山街道、盈浦街道、宝山路街

道、南码头路街道、北站街道、七宝镇、石泉路街道、芷江西路街道、
洋泾街道、吴泾镇

一般（5 个，第 115-119 名）：真新街道、惠南镇、淞南镇、梅陇

镇、三林镇

郊区街道（镇、乡、工业区）
优秀（9 个，第 1-9 名）：横沙乡、月浦镇、书院镇、罗泾镇、泖港

镇、南翔镇、北蔡镇、泥城镇、万祥镇

良好（21个，第 10-30名）：枫泾镇、颛桥镇、金桥镇、罗店镇、赵
巷镇、洞泾镇、小昆山镇、金山卫镇、陈家镇、外冈镇、金山工业区、海
湾镇、泗泾镇、周浦镇、朱家角镇、南汇新城镇、徐行镇、金泽镇、航头

镇、叶榭镇、康桥镇

尚可（36个，第 31-66名）：老港镇、山阳镇、庄行镇、佘山镇、绿
华镇、马陆镇、祝桥镇、建设镇、亭林镇、新浜镇、浦锦街道、高桥镇、
漕泾镇、马桥镇、徐泾镇、宣桥镇、青村镇、华亭镇、浦江镇、高东镇、
庙镇、四团镇、江桥镇、竖新镇、新河镇、柘林镇、石湖荡镇、高行镇、
廊下镇、张堰镇、堡镇、奉浦街道、车墩镇、张江镇、向化镇、新海镇

一般（27个，第 67-93名）：安亭镇、新村乡、杨行镇、新桥镇、大
团镇、奉城镇、西渡街道、华新镇、重固镇、曹路镇、合庆镇、金汇镇、
东平镇、朱泾镇、华漕镇、大场镇、白鹤镇、唐镇、港沿镇、三星镇、练
塘镇、新场镇、长兴镇、吕巷镇、中兴镇、九亭镇、川沙新镇

较差（4个，第 94-97名）：港西镇、香花桥街道、九里亭街道、顾
村镇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7 年 7 月 26 日

关于2017年上半年度本市市容环境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的公告

首席编辑/单 莹 一版编辑/储舒婷 杨 阳
本版责编/李 征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7 月 26 日 星期三2 要闻 公告

当好排头兵先行者
扎实推进重点工作

应勇向市人大报告自贸试验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住房问题、持续用力补短板等四方面工作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

次会议 (扩大) 昨天下午在世博中心举

行。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就人大代表

和市民关心的问题， 结合市委、 市政府

重点工作 ， 重点介绍了自贸试 验 区 建

设、 科创中心建设、 住房、 补短板等重

点工作进展以及下一步工作考虑。

自贸试验区建设坚持制度创新

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 下 全 面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
三年多来 ， 自贸试验区建设取 得 重 大

进展 ， 总体上实现了初衷 。 今 年 3 月

底 ， 党中央 、 国务院批准上海 自 贸 试

验区全面深化方案 。 上海贯彻 落 实 中

央决策部署 ， 把全面深化方案 分 解 细

化为 98 项改革任务， 明确了今年的 24
项重点工作。

自贸试验区新一轮建设 ， 到 2020
年的目标已经明确， 核心是要坚持制度

创新，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关

键是要与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

接， 加快健全投资管理、 贸易监管、 金

融服务、 政府管理 “四个体系”； 最终

是要瞄准国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的自

贸试验区， 率先形成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 统一、 高效

的市场环境。
自贸试验区新一轮建设， 必须抓牢

“三区一堡 ” “三个联动 ” 重要载体 。
“三区一堡”， 一是建设开放与创新融为

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核心是树立系

统思想， 注重改革举措配套组合， 放大

政策集成效应。 当前有两项重点举措：
一是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二是拓展

自由贸易账户功能。
二是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

力测试区。 关键要对照国际最高开放标

准， 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 进行更为充

分的压力测试， 为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积累试点经验。 要抓好自由

贸易港区建设， 上海要建设的自由贸易

港区， 不是保税区或者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的简单升级版， 而是对标国际最高水

平， 率先探索更高标准、 更高水平的经

济管理体制机制。
三是打造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

区。 要通过政府职能再造， 探索建立经

济管理新体制， 实现更优的环境、 更方

便的准入、 更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 核

心是深化 “放管服” 改革， 重点之一是

推进 “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 “证照分

离” 改革， 今年的任务主要是扩大试点

事项， 扩大试点范围， 完善以综合监管

为基础、 专业监管为支撑的事中事后监

管体系。
四是成为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 建

设、 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总

的考虑是， 以经贸合作为突破口， 以金

融开放为核心 ， 以基础设施建 设 为 重

点， 以人文交流和人才培训为纽带， 以

同全球友城和跨国公司合作为切入点，
更好地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

上海自贸 区 建 设 要 强 化 “三 个 联

动”， 就是要强化区内改革与全市改革

的联动 ， 强化与上海国际金融 中 心 建

设的联动 ， 强化与科技创新中 心 建 设

的联动。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四
个层面推进

建设具有 全 球 影 响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中心 ， 是一项国家战略 ， 也是 上 海 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当好创 新 发 展

先行者的重要载体 。 当前重点 从 四 个

层面推进：
第一个层面， 集中力量建设张江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这是科创中心建设

的核心任务。 国家科学中心是国家的创

新高地， 必须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 以全球视野、 国际标准加快建设张

江国家科学中心， 尽快提升科学中心集

中度和显示度。
一是筹建国家实验室。 今年 3 月国

家出台了国家实验室的组建方案， 上海

正抓紧完善张江国家实验室的 筹 建 方

案， 力争进入第一批序列。
二是建设世 界 一 流 的 大 科 学 设 施

群。 在张江地区， 有望率先建成世界上

水平最先进、 规模最大、 集聚度最高的

光子领域大科学设施群。
三是培育和发展一批高水平研发机

构。 目前， 北大、 清华、 复旦、 上海交

大、 中科大等一批高校创新资源已向张

江地区加快集聚。 去年， 李政道研究所

已依托上海交大正式挂牌成立。
四是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张江科学

城建设。 张江科学城规划面积约 94 平

方公里， 总的定位是科学特征明显、 科

技要素集聚、 环境人文生态的市级城市

副中心， 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城。 重点

是推进从园区向城区转变， 从科技向科

学转变， 从道路向街道转变。 目前， 张

江科学城建设规划已完成编制。
第二个层面， 加快推进共性技术研

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 这是科创中

心建设的关键节点， 是促进产学研合作

的重要举措。 主要考虑是， 通过布局一

批实体平台， 有效整合创新资源， 推动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加快突破、 科技成果

加快转化。 现已初步梳理了 18 个平台，
覆盖 5 个领域。 平台依托一个或若干个

区建设， 成熟一个、 启动一个， 目前已

有 5 个平台启动建设。
第三个层面， 加快科技创新中心承

载区特色发展。 这是科创中心建设的重

要引擎 ， 是创新成果 产 业 化 的 重 要 基

地 。 按照创新资源比较集中 、 创 新 特

色比较鲜明 、 创新功能相对突 出 的 标

准 ， 已初步选了一些重点区域 作 为 重

要承载区。
第四个层 面 ， 在 全 社 会 大 力 推 动

大众创业 、 万众创新 。 这是科 创 中 心

建设的源泉 ， 重点是引导和支 持 社 会

力量建设众创空间 ， 为创新创 业 者 提

供低成本 、 便利化 、 开放式的 综 合 服

务 。 下半年 ， 2017 年国家 “双创 ” 活

动周主会场活动将在上海举办 。 要 以

此为契机 ， 进一步激发大众创 业 、 万

众创新的活力。
同时， 要着力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

新， 重点是加快落实 “全创改 ” 10 项

先行先试改革措施， 着力突破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 国企创新机制等瓶颈问题。
建设科创中心， 人才是基础、 是关

键。 目标是把上海建成国际一流创新创

业人才的汇聚之地、 培养之地、 事业发

展之地、 价值实现之地。 近年来， 上海

先 后 出 台 了 人 才 政 策 “20 条 ” “30
条”， 进一步向用人主体放权、 为人才

松绑， 人才政策的效应已经初步显现。
人才政策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要继续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完善创新

人才培养 、 引进 、 使用和评价 激 励 机

制， 进一步解决人才关心的问题， 不断

巩固和提升上海的人才制度优势。

到2020年 ， 基本形成符
合市情、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

历届市委、 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住

房问题， 努力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 当

前， 上海住房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面临

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今年， 上海进一

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 整顿规范房地

产市场秩序， 调控效果逐步显现， 但控

制高房价、 高地价的压力仍然很大。 上

海严控高房价和高地价不是权宜之计，

减少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对房地产业的

依赖也不是权宜之计， 必须加强房地产

市场调控不动摇、 不放松。
为了进一步解决好住房问题， 近期

上海研究出台了住房发展 “十三五” 规

划。 “十三五” 时期， 上海住房工作的

主要目标是， 到 2020 年， 基本形成符

合市情、 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 实现住

房总量平稳增长、 住房价格总体稳定、
住房结构有所优化 、 住房困难 有 效 缓

解、 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管理能级显著

提升。
住 房 工 作 的 总 体 要 求 是 坚 持

“1234”。“1”是“一个定位”，就是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2”
是“两个体系”，就是建设房地产市场体

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3”是“三个为主”，
就是坚持以居住为主、以市民消费为主、
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 “4” 是 “四位一

体”，就是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共有

产权保障房、征收安置住房“四位一体”
的住房保障体系。 这些必须一以贯之地

坚持下去。
住房工作主要对象是两类人群。 一

是上海户籍人口中的住房困难群众。 帮

助这部分群众解决住房问题是政府义不

容辞的责任， 必须始终把这项工作摆在

非常重要的位置， 千方百计、 下大力气

改善住房困难群众的基本居住条件。 二

是对上海发展作出贡献的非沪籍常住人

口， 尤其是各类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
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措施：

第一， 加快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体

系。 要坚持市场化方向， 大幅增加租赁

住房供应 ， 促进住房租赁市场 健 康 发

展。 “十三五” 期间， 将新增供应租赁

住房 70 万套， 占新增市场化住房总套

数的 60%以上。
第二， 加大住房供应力度。 今后的

市场调控要从需求端和供给端 双 向 发

力， 更多地从供给端发力， 向市场释放

积极信号， 稳定市场预期。 “十三五”
期间， 要显著增加住房供应总量， 新增

供应各类住房 170 万套， 比 “十二五”
增加 60%左右 ， 做到商品住房供 应 稳

中有升， 租赁住房供应大幅增加， 保障

性住房确保供应。 要显著增加中小套型

供应比例， 优化供应结构。 要显著增加

住房用地供应。
第三， 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 要强

化严格执法、 联合执法， 通过严格管理

管出好的市场秩序。 重点开展两方面工

作： 一是继续加大对房地产中介的整治

力度。 二是加强对房地产开发、 销售的

监管， 督促开发企业严格按合同约定开

工、 竣工， 坚决查处捂盘惜售、 炒作房

价、 变相涨价等行为。
第四，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廉租住

房， 要继续做到 “应保尽保”。 公共租赁

住房， 将结合发展租赁住房再建设一批，
并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和产业园区

自建单位租赁房。 共有产权保障房， 重

点是完善政策， 进一步扩大保障覆盖面。
征收安置住房， 重点是调整完善征收安

置政策。
第五， 推进历史风貌保护和旧区改

造。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上海先后开

展了两轮大规模旧区改造。 目前部分区

已经基本完成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的

改造任务， 中心城区留下的里弄住宅主

要是新里、 一级旧里、 质量比较好的二

级旧里。 今后的城区改造要走城市更新

的路子， 从 “拆改留并举、 以拆为主”
转到 “留改拆并举、 以保留保护为主”。
以保留保护为主， 关键是要加强历史风

貌保护。 前不久， 上海制定出台了促进

风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 核心是 “亮
旗”， 尽最大努力保护历史风貌。 主要

措施： 一是明确保护范围。 重点是确定第

二批风貌保护街坊名单， 实现里弄住宅保

护全覆盖。 二是健全保护制度。 重点是形

成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 在各环节都实现

严管。 对破坏历史风貌的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从严查处。 三是完善支持政策。 重点

是完善房屋修缮和居民安置政策， 改善当

地住房困难居民的居住条件。
同时， 继续推进旧区改造。

“补短板”聚焦“四项整治”
今年， 市委把 “补短板” 列为重点推

进的八项工作之一 ， 聚焦 “四项整治 ”，
努力让城市更有序、 更安全、 更干净。

第一 ， 全面加强城乡中小 河 道 综 合

整治 。 到今年底 ， 全市中小河道要基本

消除黑臭 、 水域面积只增不减 。 整治对

象是按照全覆盖要求 、 分三批梳理出来

的 1864 条段、 1756 公里黑臭河道。 上半

年 ， 第一批 471 条段的河道整治 工 程 已

完成 545 公里 ， 占任务量的 86%。 第 二

批 702 条段和第 三 批 691 条 段 的 河 道 整

治 工 程 已 开 工 915 公 里 ， 占 任 务 量 的

81%， 已 完 成 386 公 里 ， 占 34%。 下 半

年 ， 要全面完成前两批河道整治 ， 基本

完成第三批。
水环境治理方面， 今年还要全面落实

河长制， 切实发挥河长在河道治理、 长效

管理方面的作用。
第二， 继续加强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2015 年 6 月， 上海全面启动区域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 。 到去年底 ， 全面完成了前

两批共 28 个市级地块 、 258 个区级地块

的整治 。 整治后的区域面貌得到了极大

改善。
今年是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的攻坚年、

深化年。 攻坚， 就是要做到 “两个基本”，
即郊区 “五违” 问题突出的重点区域基本

得到解决， 中心城区违法建筑集中成片的

区域基本得到消除。 年初， 确定了 22 个

市级地块和 307 个区级地块。 上半年， 已

有 11 个市级地块完成整治， 其余市级地

块的进度也大都超过 90%。 重点区域环

境整治也带动了全市面上的其他整治工

作， 上半年全市拆违 6662 万平方米， 全

面完成了黄浦江上游浮吊整治和 “三无”
居家船舶整治。 下半年， 要全面完成第三

批地块的整治任务。 深化， 就是抓好整治

后地块的长效管理和开发利用， 防止 “五
违” 现象反弹回潮。

第三， 深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综合整

治。 去年 3 月起， 上海开展了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大整治。 今年的工作重点是落实新

修订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 强化依法严

管， 健全长效机制。 持续开展机动车、 非

机动车、 行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推

动整治取得新成效。 同时， 加快轨道交通

等交通设施建设， 延长部分轨道交通线路

运营时间， 进一步改善市民的出行条件。
下一步， 要坚持依法严管， 依托信息化手

段， 深入开展机动车、 大型车、 电动自行

车等专项整治 ， 加强道路交通精细化管

理， 进一步扩大整治成果。
第四， 加强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整治。

今年以来， 上海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 “四个最严” 的要求， 严格执行新颁

布的食品安全条例， 大力推进市民满意的

食品安全城市建设 ， 重点是强化依法严

管、 强化责任落实、 强化科技支撑、 强化

齐抓共管的合力。
上半年， 对无证食品生产经营的综合

治理取得积极进展。 对群众有需求且不扰

民 、 符合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的无证小餐

饮， 探索实行了临时备案监管。 下一步，
还要加大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力

度， 深入治理无证食品生产经营， 完善网

络餐饮服务、 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等

监管措施， 同时建设一批诚信规范、 市民

放心满意的食品生产经营示范企业。
除了 “四项整治”， 今年还要重点抓

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将按照 “条条有整

改、 件件有着落” 的要求， 在 9 月底前全

面完成整改任务。

■本报记者 祝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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