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岁的张海婴

从邻里收来一块废弃

的织锦缎被面：祥云

纹，鲜亮的橙色。她左

翻右看，缝缝补补不

到一小时，小巧玲珑

的布袋做成了。手上

一挎，还有几分时尚。

在长宁区虹桥街

道中华别墅小区，居

民们的废布料、废旧

光盘、废纸多少有了

用武之地。每逢周五，

上海市垃圾分类优秀

志愿者张海婴会和海

云志愿者工作室成员

聚 在 一 起“ 头 脑 风

暴”——这些资源再

利用而成的布艺、创

意作品或成为居民孙

辈与同学互赠的小礼物、或参加义卖、或成

为社区的装饰品，在邻里社区口口相传。

“新时尚”有了时尚的载体。也许很

难量化这些手工对小区垃圾资源化利用的

效率，但在爱建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秀眼

中，这不失为撬动小区居民进一步认知垃

圾分类的支点。中华别墅小区建于1985

年，是全市首个实现95%以上生活垃圾源

头分类、定点定时投放的居住小区。如何

延续“高起点”，继续放大“试点”效

应？眼下，这个问号指向居民对精准垃圾

分类的参与度。徐秀提出思考：让垃圾资

源化利用的成果被看到，以此反哺居民积

极性。

能见度

在小区，张海婴的手工作品颇有市场。

离小区不远的社区活动室，放置有数台缝

纫机。这里曾是她为居民志愿提供缝补服

务的地方。这五年，她的“业务”延伸至“变

废为宝”，充满巧思的小手工为她吸引来

“同道中人”，小团队扩容至十余人。垃圾资

源化利用也成为了工作室的招牌。

这种模式能在小区有多大程度的推

广？张海婴坦言有技术门槛，也要有时间：

手艺打底、设计加持、时间允许。退休前，她

曾是服贸类公司的高管——这份履历让废

布料等生活垃圾的再利用，在她手里有了

“能见度”。但不可否认，这对于整个小区生

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仍是杯水车薪。不

过，徐秀认为这些手工作品让资源化利用

不只存在于末端，“居民能实实在在看到变

废为宝的可能性，从而认识到垃圾分类的

意义所在。”

她越发感受到这种“能见度”的重要

性。曾经，志愿者会仔细检查居民的垃圾

袋，连错放的一张糖纸也不放过，“有时候，

居民看到我们站在回收点前，就不好意思

地拎着垃圾袋上楼去重新分类。”如今，在

全面推行垃圾分类这些年的基础上，说教

式的宣传以及严格的监督已成为“过去

式”，应当让居民形成发自内心的高认同

度，从而提升自我要求，实现更精准的垃圾

分类。

徐秀提到一处颇具成效的资源化利

用场景。在社区活动室顶楼，有一块占地

一平方米的菜园。社区居民用餐前垃圾制

作的酵素肥料为其

施肥。走近细看，菜

园 生 机 勃 勃 ：紫 色

的 茄 子 、青 色 的 辣

椒 、长 势 喜 人 的 韭

菜……徐秀说，成熟

后的蔬果会送给小

区孤老、高龄老人，

“有老人特别感动，

还专门拍照给家人

看。居民能真真切切

看到这一抹生机，感

受垃圾分类助力社

区绿色循环以及邻

里帮扶。”

感知度

垃圾资源化利用

也体现在居民对回收

的感知度上。

天气逐渐炎热，

小区瓶罐类可回收物有明显增多趋势。记者

看到，垃圾厢房旁专门设置了一个回收瓶瓶

罐罐的蓝色小垃圾桶。这是小区针对增多的

瓶子类可回收物，开展的细分活动，鼓励居民

对饮料瓶、调料瓶及玻璃瓶进行类别细分。

“这类垃圾体量很大。有志愿者统计过，

以干垃圾桶大小的容量，一个月能收四大

桶。”徐秀说，“如果有专门的第三方企业跟我

们对接，回收这些瓶子，我想居民们的积极性

会更高。”小区曾和可口可乐等企业合作，推

出过用十个废弃瓶子换一瓶饮料的活动，“居

民热情很高，这并不是为了得到一瓶饮料，而

是他们知道瓶子分类后确实被回收。”

值得一提的是，长宁区在今年有关垃圾

分类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各街镇要打造

一批居民有感知、分类有收获的可回收物服

务点。同时，提高居民可回收物体验感和参与

度。加快可回收物智能回收设备的推广速度，

鼓励有条件的居民区引入可回收物24小时

智能回收设备，作为两网融合服务点的投放

补充。通过智能回收箱、预约回收、定时定点

回收等多种手段，实现居住区“有偿回收”服

务全覆盖，提高居民对可回收物服务的满意

度和知晓率。

长宁区中华别墅小区率先在全市实现  %以上生活垃圾源头分类、
定点定时投放，资源化利用可见可感知更加激发居民参与积极性

“沪上第一”如何延续放大“试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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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占悦）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靖昨天在人民
大厦贵宾厅会见了智利参议院智中议员友好小组代表团一行，

向客人介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就进一步推动上海与智

利在各领域合作交换意见。

市领导会见智利客人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新加坡丰隆集团主席

郭令明一行。

龚正说，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主席对上海发展的战略

定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融入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总体来看，上海经济呈现出持续回稳向

好的良好态势，仍然是外商最青睐的投资首选地之一、跨国公

司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首选地之一。期待丰隆集团持续优化在沪

功能布局，积极参与上海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在城市更新与转

型、五个新城建设等方面的合作，积极参加第六届进博会。上

海将为各类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机遇，一如既往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各类企业在沪放心投资、安

心经营、做大做强。

郭令明说，此次上海之行让我大开眼界，对上海发展和展

现出的经济活力印象深刻。上海代表东方的未来，我们在这里

看到了不容错过的投资机遇。丰隆集团将加大投资力度，在城

市更新等方面加强与上海的合作，打造更多标志性的项目，携

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丰隆集团业务涵盖房地产开发、酒店、金融、贸易与工业

等领域，上海是集团重要的业务基地。

市领导陈通参加会见。

龚正会见新加坡丰隆集团主席

深化城市更新转型等方面合作

上海将再添“无废城市”这一实力标

签。今年初，《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方案》发布，以“无废城市”建设为切入点，

加快探索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新范式。

围绕目标愿景，到2025年，上海固废

产生强度稳步下降，资源化利用体系显著

优化，无害化处置能力持续夯实，环境风险

得到有效防范，数字化全面赋能固废全域

治理，“无废”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初步建立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统

筹协调、高效安全的固废治理体系。

到2030年，上海固废充分资源化利

用，实现固废近零填埋，全域“无废城市”建

设稳居全国前列。

简言之，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要在生

产、收集、转移、利用、处置每个环节，圈出

更多“变废为宝”的闭合曲线。

全社会共同参与绘就“图景”

什么是“无废城市”？解释为“没有废弃

物的城市”显然有失精准。根据国务院发布

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无废

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

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

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

发展模式。

这段论述中，“无废城市”成为一个内

涵丰富的科学概念，着眼于废弃物从产生

到消解的全过程。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

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

用，而是旨在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

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

目标。

回顾以往的垃圾治理，大体遵循着这

样简单的逻辑：“某类垃圾增加—处置能

力不足—新建对应的处置设施”。这固然

是符合直觉的，重点落在垃圾产生的事后

处置，即“中间和末端减量”上，但不足

以诠释“无废城市”的内涵。“无废城

市”的最终图景，需要全社会、全流程地

普遍参与方能绘就。

客观来讲，上海打造“无废城市”的底

子相当不错。

就说生活垃圾分类，上海作为全国的

“排头兵”，这些年实践总结出了成熟流程，

形成了不错的引领效应，为“源头减量”打

下坚实基础。

建设“无废城市”，意味着进一步算细

账。比如，优化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信息化平

台，建立全程计量体系等。到2025年，上海

将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常态长效管理机

制和全程分类收运处理系统，生活垃圾分

类达标率、回收利用率分别达到95%、45%

以上，垃圾分类工作水平保持全国领先。

又如，深入推进规模化菜场湿垃圾就

近就地源头减量，加大净菜上市力度；有序

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生产、销售和使

用；加快推进商品包装和邮件快件包装减

量化、绿色化、可循环。上海提出，到2025

年，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快递包装回

收设施覆盖率均达到100%。

“无废城市”以“无害化”做托底保障，

对“资源化利用”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上海

的对策之一，是巩固优化“两网融合”回收

体系，持续推进点站场标准化改造提升，实

施低价值可回收物补贴政策，提高主体企

业集聚度和服务能力。

串联起全套专业的处置系统仍是关

键。按照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并举的

原则，上海将继续推进生活垃圾焚烧项目，

在老港、闵行、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崇明

等区域再新建一批湿垃圾集中处理设施，

充分保障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需求，到2025年，上海生活垃圾焚烧能力

稳定在2.8万吨/日、湿垃圾处理能力达到

1.1万吨/日。

聚合共生，从“细胞”养成开始

细胞，正从一个生物学概念，变为探索

城市治理的切入口。

“无废细胞”这个新名词，让“无废城

市”这个看似庞大的目标，逐渐化解为人们

日常触手可及的微小改变，以润物无声的

姿态走入百姓生活。“无废社区”“无废校

园”“无废商场”“无废景区”……都从“细

胞”养成开始。

具体而言，“无废社区”的内涵包括补

齐关键短板，探索引入再生资源智能化回

收装置、引入快递包装和外卖餐盒的回收

设施；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开展厨余垃圾分

类和就地资源化利用，提高再生资源、厨余

垃圾、包装废弃物的回收比例。

“无废校园”旨在将“绿色学校”、垃圾

分类等“无废”理念融入学校管理及教学活

动，鼓励推广无纸化办公，有力推行“光盘行动”，

鼓励相关课程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展

览、知识竞赛、征文等互动活动，带动师生践行

环保理念、共同参与“无废城市”建设。

由此，身处其中的你我他，带着从“细胞”中

获取的“无废”烙印，穿越人海、回归家庭、再汇入

社会，又成为散播“无废”理念的新生“细胞”。

小“细胞”聚合大能量，绿色跃迁指日可

待。到2025年，静安、长宁、宝山、嘉定、松江、青

浦、奉贤、崇明、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将基本

建成“无废城市”，其他各区完成相应的“无废

城市”建设任务，开展重点园区、行业企业“无

废”示范，全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城镇污水厂

污泥零填埋。

    年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和全程分类收运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为上海建“无废城市”夯实基础

本报讯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

统费利克斯 ·安托万 ·齐塞克迪 ·

奇隆博5月24日至29日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齐塞克迪一行

27日抵沪访问。

右图：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

齐塞克迪像。

新华社发

刚果（金）总统
访问上海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唐小雅）冰封三年的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国际航线昨天按下“重启键”。16时30分，伴随着响

亮的汽笛声，搭载近300名旅客的“蓝梦之星”号邮轮从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顺利启航驶往日本。这是交通运输部印发《国际邮轮

运输有序试点复航方案》后，国内首个试点复航的口岸和航次。

12时，沉寂许久的邮轮港航站楼恢复了往昔的热闹与繁

忙。在上海海关所属宝山海关通关大厅，旅客人来人往、络绎不

绝，海关关员正引导旅客有序完成出境通关手续。

“国际航线复航对于加快邮轮经济复苏、满足人民群众对更

高生活品质的追求都是一件大事。海关为复航做了充分的准

备，优化出入境通关流程，制定各类应急预案，开展安全保障综

合演练，加强科技赋能提升通关效率，在确保口岸安全的同时，

努力为广大出入境邮轮旅客营造安全、便捷、高效的通关环境。”

宝山海关关长周国梁说。

以“邮轮通关二维码”为核心的智慧通关体系初见成

效。今年以来，宝山海关大力推进智慧海关建设，升级改造

了一批邮轮港现场监管设备，以智能闸机测温、健康申报自

动验核、人脸识别及电子追踪技术为依托，将全链条信息化

管理贯通旅客及行李物品监管全流程，打造邮轮港出入境通

关的绿色通道。

据宝山海关旅检科科长顾慧君介绍，当日共监管出境船员

249人、旅客297人次；累计监管“蓝梦之星”邮轮供船物资14批

次，共计31.99吨、148.49万元。复航后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计

划每月执行国际航线5-7航次，后续航次还将逐步增加。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国际航线重启

本报讯（记者单颖文）昨天，虹口区与中信集团驻沪单位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现场，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等6家中信集团驻沪单位获颁北外滩科

创路演中心特约机构。

根据协议，双方将以共同发展和长期合作为目标，进一步扩

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效能，广泛推动虹口区经济结构和产业格

局的优化调整，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虹口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兴业投资集

团和中信银行长期扎根虹口区推动央地合作，在支持资管财富

中心建设、赋能区属国资国企和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民生养

老事业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过去的十余年间，虹口区

金融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目前已集聚各类金融机构和企业2000余家，并进一步聚力实

现特色化、国际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当前，北外滩新一

轮开发建设已全面起势成势，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双方不

断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特别是在深化拓展综合金融服务、民生康养、城市更新、产业

集群建设等领域合作。

虹口区与中信集团驻沪单位战略合作

（上接第一版）结合上海实际，践行使命责任，发挥特色优势，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用好功能平台、加强活动交流，吸引更多台

胞台企来沪发展。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方

案》，指出要建立健全财会监督工作推进协调机制，做实基础工

作，加强专业培训，依托技术赋能，构建网络体系。聚焦重点领

域，加大监督力度，提升监督效能，为确保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严肃财经纪律、维护财经秩序提供坚强保障，为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关于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围绕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目

标，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全民健身模范城市。大力推进全民健身

公共资源拓展工程，积极组织开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

动特别是青少年健身活动。构建全民健身工作格局，完善全民

健身治理体系，助力全民健康、促进全民幸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大力弘扬绿色低碳生活风尚凝聚强大合力

74年前的今天，上海回到人民的怀

抱。中国共产党从石库门出发，领导人民经

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夺取胜利。

昨天上午10时，宝山区烈士陵园，松

柏青翠、丰碑矗立。嘹亮的国歌声中，各界

代表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向烈士们默

哀。广场上的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上，镌刻

着为解放上海英勇牺牲的8000余名指战

员英名和300多位宝山烈士英名。生者奋

发，是对牺牲烈士们最好的告慰。

人群中，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宣

传委员会原主任张晓宇神情微恸。这些年，

他无数次回到这片父亲曾浴血奋战过的土

地。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张晓宇的父亲张

强生担任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29军87师

师长。“这支部队是新四军中参战时间最

早、作战任务最重、牺牲人员最多的一支部

队。”三个“最”，道出战士们的英雄过往。

作为上海解放战役主战场，宝山留存

着一段段红色过往。鏖战月浦，激战刘行、

杨行，钳击吴淞……一场场战斗为顺利解

放上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岁月流逝，一个个鲜活生命，成为亲历

者无法抹去的伤痛记忆。每次悼念，张晓宇

都会反复摩挲纪念碑上的英烈名字，回想

着记忆中的一位位可亲长辈，回忆过往相

处的点滴。1955年，张强生从外地风尘仆

仆赶回上海，第一站就是奔赴87师军人公墓

（现宝山区烈士陵园）。仍在上小学的张晓宇

还有些懵懂，只依稀记得墓园的守门人很和

蔼，是位有腿疾的老战士。开门时，对方郑

重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直至后来听父亲

说起，他才知晓，老战士的伤也是战场上留

下来的。

数十载岁月，张晓宇始终惦念这里，每年

都会来此回溯父亲与战友们的过往。他亲眼

见证着曾经的军人公墓变身烈士陵园，后又

增设上海解放纪念馆。

一次展览中，他读到了一封迟到的家

书，颇为动容。家书的作者是时任第三野战军

第10兵团87师260团5营副教导员张勇。信中

这样写道：“我将愿贡献我的一切给这一战斗，

为了永久的和平与幸福，努力吧！”彼时，张勇

与妻子新婚不足两个月，便毅然奔赴解放上海

的征程，最终不幸牺牲于枪林弹雨中。

张晓宇始终惦念这封泛黄的家书，并被

字里行间浸润的家国情怀所打动。“无数英烈

牺牲了小家，才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岁月，他

们的名字和故事值得被铭记。”张晓宇一边注

视着墓碑上的烈士姓名，一边吐露遗憾。原

来，当年战斗打响时，不少牺牲战士都未保

留下清晰影像。有些战士甚至连名字都不完

全准确。他的记忆中，总停留着这样一个模

糊的身影。硝烟炮火中，年轻的警卫员以血

肉之躯保护了张晓宇的父亲，自己却牺牲在

战场上。后来，他多方询问、辗转打听，都

无人能回忆起这位战士的准确姓名。

多年来，为烈士们寻亲、正名，成为张

晓宇所在的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一项

重要任务。“让英雄烈士不再在异乡孤独长

眠”，他期待，每位牺牲战士都能拥有历史照

片或画像，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红色过往和

事迹。

“珍贵家书能否制作一些复制品，让国内

其他红色纪念馆也能联动共享资源，串联起

丰富完整的红色历史。”在张晓宇看来，讲好

讲活红色历史，才能让英烈们的精神信念代

代传扬。

无数英烈牺牲小家才换来如今的和平岁月，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值得被铭记

  年前的今天，上海回到人民怀抱

昨天上午，各界代表前往宝山区烈士陵园，缅怀烈士。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在爱建居民区，居民用餐前垃圾制作的酵素肥料为蔬菜施肥。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