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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一减”反映垃圾分类精度提高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满两个月， 不仅

有力度， 更追求精度。 据市绿化市容局昨天介绍， 到8月底，

湿垃圾分出量已达9200吨/日 ， 比7月湿垃圾日均清运量增加

1000多吨， 较去年底的日均水平增长130%； 干垃圾处置量控

制在15500吨/日以内， 比7月干垃圾日均处置量减少1600吨，比

去年底的日均水平减少26%。

上述两个数据“一增一减”的变化，恰好反映出分类精度在

提高，说明原本混在干垃圾里的湿垃圾被挑了出来，正确地投进

了湿垃圾桶。

截至今年8月底，上海可回收物回收量达到4500吨/日，比7

月底统计的日均回收量增加100吨，较去年底增长5倍，说明可回

收物的混投现象在减少，并去往相应的末端进行处置，实现生活

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

共同编制上海国际进口贸易指数

海关总署全球贸易监测分析中心
（上海）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签约

本报讯 （记者姜澎）昨天，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与海关总署全

球贸易监测分析中心（上海）签约，成为该中心的共建单位。双方

启动联合研究， 将共同编制包括中国上海国际进口贸易指数在

内的全球贸易相关指数。

海关总署全球贸易监测分析中心（上海）的主要职责，是基

于“大数据”打造对外贸易分析研究的高端智库，积极应对全球

经济贸易形势变化，服务国家宏观经济决策。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成为该中心的合作共建单位， 双方将在高水平国际贸易人才培

养、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人才交流与合作、智库咨询等方面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提升进出口监测预警和外贸政策研

究水平，更好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据介绍，双方还将联合长三角地区智库，共同聚焦长三角一

体化战略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贸易情况， 为区域内产业升

级提供支持。

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 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出席并为共建

单位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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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创造更多经验成果
还研究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扫黄打非”等工作 李强主持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 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加强党员教

育管理、 “扫黄打非” 等工作。 市委书记李

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要深刻领会、 全面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 以更高站位认清长三角在全国

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 坚持 “四个放

在”， 尊重市场规律， 主动协调沟通， 推动

形成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长三角一体化

布局， 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 要准确把握

政策取向， 聚焦全市重点区块， 加快打造高

质量发展新引擎、 经济增长新亮点。 要大力

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

设， 聚焦重点领域， 加快推动一体化制度创

新， 努力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创造更多经验

成果。

会议指出，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

设的基础性、 根本性、 经常性任务。 要按照

中央要求 ， 结合上海实际 ， 认真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坚持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引导广大党员切实践行

新思想、 适应新时代、 展现新作为。 坚持问

题导向， 促进改革创新， 采取精准有效的措

施， 抓好工作落实， 切实防止形式主义， 不

断提高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质量。

会议指出， 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认真

落实 “扫黄打非” 工作责任制， 持续营造良

好社会文化环境 。 坚持问题导向 、 效果导

向， 牢牢守住底线， 改进管理方式， 加大工

作力度， 强化基层基础。 要下好先手棋， 打

好主动仗， 切实预防化解风险。 要加强统筹

协调， 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 共

同做好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从一张“床边布”到人均37平方米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上海都推出了具有
开创性意义的住房政策和举措，为老百姓安居乐业夯实基石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日前揭

牌，随即颁布实施的50条特殊支持政策，赋

予临港新片区更大改革自主权。 为打造更

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环境， 有关方面定向

微调临港新片区住房限购政策， 以加大对

各类人才的住房保障力度。 对符合一定条

件的非本市户籍人才， 购房资格由居民家

庭调整为个人； 缩短非本市户籍人才在新

片区购房缴纳个税或社保的年限， 将购房

之日前连续缴纳满5年及以上， 调整为满3

年及以上。

这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的延伸，也是上海住房政策的一

次有益探索和实验。

回首过往，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每一

个重要历史时期， 上海都推出了具有开创

性意义的重大举措———解放初期百废待兴

时刻，着手解决基层群众住房问题，适时建

造“两万户”工人新村；改革开放之后，为应

对人口急剧膨胀、住宅紧缺难题，提出住宅

商品化，建造新型小区；21世纪伊始，聚焦

中低收入家庭住宅难题， 努力实施制度创

新， 用保障房体系为老百姓安居乐业打下

基石……遍布在黄浦江畔的万家灯火，将

继续点亮爱与未来。

往昔，旧里简屋几多拥挤

“螺蛳壳里做道场”这句话，长期被用

来形容上海居民对空间近乎极致的利用。

时至今日， 那些特定年代下衍生的住宅名

词，似乎已在日常用语中淡化消失；但只要

经人提起，依然能牵动老上海的集体回忆：

床边布。曾经，人均居住面积极低的上

海居民家里， 只能容下一张床。 家里来了

客，床是唯一可以入座的地方。爱干净的主

妇想出一招，在床沿边搭一块布，名曰“床

边布”。客人来了铺上去，客人走了再撤下。

一块不起眼的布头， 透露着空间狭小的无

奈，隐藏着上海人的生活智慧。

搭阁楼。 居室逼仄、拥挤不堪，就从高

度上寻空间———住在石库门的家家户户几

乎都有搭阁楼的经历， 这意味着能缓解一

家人的住房困难。 虽然身居阁楼连腰也直

不起来，市民们却已满足，毕竟有了相对私

密的空间。

拉帘子。 同一屋檐下的兄弟姐妹同居

一室，子女结婚更无条件分房居住，只能在

床与床之间拉一道帘子———白天拉开当一

家，晚上拉起分两室。而在普遍没有卫浴设

备的老房里，拉一道帘子，这边是居室，那

边是马桶……

1951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 当时上

海有300万市民群众集中居住在二级旧里、

棚户、简屋中，居住状况窘迫。解放初期，上

海市政府投资6000多万元，先后新建“一千

零二户”“两万户”住宅，总建筑面积为64.5

万平方米，这便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工人新

村”。分得住房的职工，戴着大红花，在全厂

人的欢送和锣鼓声中，满心欣喜入住新房。

解困，三轮改造圆安居梦

工人新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住

房矛盾，但随着人口增加，改革开放前夕，上

海的住房矛盾再一次凸显：1979年之前，市民

人均居住面积4.3平方米， 在所有住宅中，危

棚简屋所占比例仍有13.7%， 旧式里弄占了

52%。当时市领导走访住房困难地区时，心酸

不已， 年迈的老奶奶住在只能放置一张小床

的老屋，老伴过世，她在伤心的同时，无奈地

说：“80年了，我终于可以伸直腿睡觉了。 ”

改善市民居住条件， 亟需更创新、 更高

效、更快速的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上海启动第

一轮大规模旧区改造———“雪中送炭的解困”。

彼时，全市共有681块简屋地块，占地365.6万

平方米，这一轮改造便有了更直接的名词———

“365” 改造。 “365”创下好几个首次，比如：当

时卢湾区打浦桥附近的“斜三地块”就是利用

外资实施“365”改造打响的第一炮，1300户人

家成就了海华花园。如今，这一小区已成为当

年住房改革大胆决策所留下的记录。

到了21世纪初，第二轮旧区改造启动。这

一阶段被称为“成套改造”，满足了无数家庭

对独用煤卫设施的渴求， 也在保留上海风貌

与便捷居民生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筒子楼

里的小小居室， 通个上下管道， 装上冲水马

桶，艰难了数年的如厕问题解决了；空间有限

的厨房旁边，拉根帘子，铺上瓷砖，装个莲蓬

头，洗澡问题不愁了；通到家家户户的煤气，

更让居民们摆脱了蜂窝煤饼和煤球炉……第

二轮改造实效显著： 改造二级旧里以下房屋

700万平方米，受益家庭28万户。

第三轮旧区改造则从2006年开始，结合重

大项目实施改造和建设成为主要特色，世博会

动迁是其中的最大亮点。世博园区涉及5.28平

方公里，建造园区时，土地储备充足，旧屋也

得到改造———结合重大项目实行旧区改造，

可谓一箭双雕、一举两得。 最终，改造二级旧

里以下房屋330万平方米，12万户家庭受益。

旧改加商品房开发， 让困扰市民许久的

住房问题获得根本解决。截至去年底，上海城

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37平方米，年

增速与全国持平。

保障，形成“四位一体”体系

在房地产市场发展日臻成熟的同时，上

海的住房保障也加快推进，形成了廉租房、共

有产权保障房、动迁安置房、公共租赁房“四

位一体”的保障体系。

分层次、广覆盖的住宅保障体系，不仅惠

及户籍人口， 也为众多来沪常住人员带来家

的港湾。今年，上海已全面启动非沪籍家庭共

有产权保障住房咨询及受理工作， 继续加大

廉租住房“应保尽保”和公共租赁住房分配供

应力度，深入推进人才安居相关配套服务，全

年新增供应各类保障性住房6万套。

为百姓构筑一片坚实的屋檐， 营造一个

温暖的家， 这不仅是上海住房发展蓝图上的

目标，更是路在脚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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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继8月初全天调研本市重大

工程建设情况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昨天下午再赴沿江通道浦东段、 轨交崇

明线等重大工程项目现场， 协调解决问

题，推动开工建设。 应勇指出，重大工程

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

撑， 是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的重要保

障，是持续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础。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 把重大工程建设摆到更加重要

的位置， 发挥好重大工程投资的关键作

用，有效促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更

好支撑“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实施。

今年市重大工程共安排正式项目

138项。截至8月底，已完成投资950亿元，

完成全年计划近70%，10个正式项目开

工建设，3个正式项目基本建成，另有3个

预备项目提前开工。

沿江通道浦东段是市域高速干线组

成部分，建成后将破解交通瓶颈，使本市

郊环线从C字型变成O字型，实现独立成

环， 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本市

骨干路网。 下午，应勇与市委常委、浦东

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一行首先来到沿江

通道浦东段新建工程， 察看郊环路线图

和工程示意图， 详细询问工程节点和投

资运营模式。应勇叮嘱有关部门，要优化

线路设计， 尽可能创造条件将集卡与普

通乘用车分流， 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效

率和安全性。

轨交崇明线是改善中心城区和崇明

两岛交通连接的重大工程， 全线规划设

置8座车站。 市领导来到轨交金吉路站，

未来崇明线将在这里和9号线实现换乘。

应勇详细了解崇明线规划设计、 技术方

案等情况， 询问工程开工还存在哪些困

难，要求相关单位抓紧推进前期工作，确

保年内开工建设。

连接浦东新区和奉贤区的S3公路，

建成后将更好地适应张江科学城、 临港

新片区发展需要， 并促进上海东南部地

区辐射长三角。 市领导察看S3公路规划

设计情况， 了解施工推进节点。 应勇指

出，S3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完善临

港新片区基础设施、 改善投资环境等都

具有重要作用。要整体前瞻规划，分步推

进实施，确保与新片区路网有机衔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住建委（市重大办）、市发改委、市

交通委汇报了今年重大工程建设进展和储备项目前期工作等情

况。 在讨论时，应勇要求大家直奔主题，尽快明确开工时间，直言

不讳指出问题，并由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协调解决。

应勇指出，今年本市重大工程建设任务很重，进展顺利。 各

区、各相关部门和建设单位不能有丝毫放松，在完成总投资和项

目建设计划的基础上，能多则多、能快则快。要抓新项目开工，关

键是抓紧抓好项目前期工作，争取更多的正式项目尽早开工，争

取更多的预备项目实现开工。要加强市区协同，各区要加大工作

力度，市级部门要靠前服务，合力推动项目落地。 要加快项目审

批，对标高标准，进一步减少审批环节、优化流程、缩短时间。

应勇指出，要抓在建项目推进，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基础上，

加大推进力度，计划建成的项目力争早建成、早发挥效益。 要加

强文明施工，严抓安全管理。 明年是“十三五”的最后一年，要抓

好重大工程项目谋划，为完成“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

坚实基础。

讴歌新中国70年辉煌成就
本报讯 （记者周渊 通讯员殷志敏）作为上海民盟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大活动之一，“妙墨清晖 咏德嘉年———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 70 周年美术作品展”昨天开幕。

据悉，本次展览也是上海民盟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

手前进”主题教育的重要活动之一，由民盟上海市委与闵行区政

府共同举办。 展览展出了上海民盟一百余位书画家以自身感受

精心创作的 160 余件作品，从不同侧面讴歌了新中国 70 年来所

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变化。此外，民盟青海省委员会也为本次

画展特别选送了 20 幅作品。

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民盟上海市委主委陈群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今年工博会突出AI和5G元素
配套论坛邀请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出席

本报讯 （记者张懿）

第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工博会）将于9月17日

至 21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举行。 昨天举行的

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作为

亚太地区最有影响的国际性工业展会，本

届工博会将以“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

发展”为主题，展示产业链、创新链和生产

力布局深度融合。在配套论坛上，主办方邀

请到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出席。

今年工博会由工业信息化部、 国家发

展改革委、商务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中国贸促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 虽然制造业大

环境有所改变， 但今年工博会火爆程度不

亚于往年。据统计，今年工博会将使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所有可用展馆，总面积为

28万平方米，参展商超过2600家，预计将吸

引海内外17万人次以上专业观众。

智能化和网联化是当今制造业发展的

新趋势， 不仅重塑了制造业生产方式和流

程，也正在孕育各种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作为助力我国

工业创新发展与合作、 助推全球工业交流

交易的重要平台， 本届工博会将紧扣这一

趋势， 充分展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作

用， 特别是突出 “AI （人工智能）+制造”

“5G+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元素。

今年工博会共设九大展区，涵盖智能绿

色制造的全产业链，将系统展示数控机床、机

器人、工业自动化、工业互联网、节能环保、能

源技术与设备、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

等重点领域的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按照“少而精、创品牌”原则，本届工博

会将论坛数量精简到12场，重点聚焦其中的

“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IEID），目

前已邀请到包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巴瑞·

夏普莱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

在内的数十位海内外重量级嘉宾。

工博会大幅精简奖项
本报讯 （记者张懿）为进一步对标

国际一流，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工博

会）一大“重头戏”———评奖工作今年出

现较大变化。 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主办方表示，今年工博会奖项

总数将从往年的40项左右减少到不超过

10项，含金量由此将进一步提升。

工博会是目前我国唯一经国务院批

准的具有评奖功能的展会。 从2001年首

次评选开始，工博会共授奖738个。 去年

工博会共评出特别荣誉奖、金奖、创新金

奖、工业设计金奖等40个奖项。

据主办方介绍，从今年开始，工博会奖

项的名称统一调整为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大奖”，简称“CIIF大奖 ”，每年度的颁奖

数量最多10项。 此外，工博会机器人展、工

业自动化展、新材料展将设置专业奖。

作为中国工博会对标目标的德国汉诺

威工博会，每年固定评出一个大奖、四个提

名奖。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城表示，中

国工博会的评奖未来有可能进一步聚焦，

争取向汉诺威工博会看齐。不过，考虑到中

国工业门类齐全，因此，奖项数量最终可能

依然会比汉诺威工博会多一些。

①1952 年建成的曹杨一村。 （图片来源：市住建委《巨变》丛书）

②1987年至1999年解困工程中的解困住宅小区康乐小区。 （图片来源：市住建委《巨变》丛书）

③位于闵行区浦江镇的经适房小区博雅苑。 本报记者 袁婧摄

■ 到 8 月底， 上海日均分出湿垃圾达 9200

吨， 较去年底增长 130%;日均处置干垃圾控制在
15500吨以内， 较去年底减少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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