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佳琪）全国

模范检察官施净岚同志先进事迹
报告会昨天下午在上海展览中心

举行。报告会前，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尹弘会见了报告团一行。

尹弘说，施净岚同志是上海检
察机关的先进代表，全市检察机关

和广大检察干警要学习她先进事

迹，守初心、担使命，做公平正义的
守护者、忘我奉献的实干者。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围绕“使法治
成为上海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目标，主动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忠诚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持

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上海加快
建设“五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更大贡献，以优

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

国庆参加会见并讲话，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张本才参加会见。
施净岚为浦东新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官。她积极投身司法改革，
研究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探索扁

平化管理模式，服务保障自贸区、
科创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带领团

队办理一系列疑难复杂案件，努力

当好推进法治的“传播者”，向社会
各界展现出新时代共产党员和人

民检察官的良好形象。

    今天，上海“垃圾分类”满 10

天了。

这些天， 全城关注的热度一直
没有退。 有人会问：既然这么难，为
什么一定要搞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中国，

上海一直在承担这样一个角色：排
头兵，先行者。 这一次，上海又跨前
一步， 义无反顾地扛起了 “垃圾分
类”的大旗。 这条路肯定很难走，但
开始了就不能回头。 因为被“逼疯”

的上海人背后， 其实是一项必须完
成的任务。垃圾分类，痛苦？被垃圾
包围，才是真的痛苦！

先说数据。 我国每年产生固体
废物约 50亿吨，70%左右的城市都
选择了填埋的方式。比如杭州，上有
天堂， 下有苏杭， 但杭州产生的垃
圾，三四年就能把西湖填满；比如北
京，日产垃圾 1.84万吨，用装载量
为 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
50公里， 能够排满整个三环路一
圈；比如上海，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
一，也是全国产生垃圾最多的城市，

每 16天产生的生活垃圾， 就能堆
成一座金茂大厦！

垃圾从哪来？每个人都是“贡献
者”。 生活越便捷，就必定会制造更
多垃圾。中国的大街小巷，每周最少
有 4亿份外卖在路上，产生 4亿个
打包盒和 4亿个塑料袋，以及 4亿
份一次性餐具。 快递量一样令人感
到恐怖，2012年是 50亿件，2018

年已增长到 500 亿件 ， 预计到
2020年， 这个数字会变成 700亿
件。 700 亿件快递会产生多少垃

圾，简直难以想象，也不敢去想。

当大自然的分解速度远远跟不
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于是，北京
垃圾围城，上海垃圾围城、杭州垃圾
围城、 深圳垃圾围城……比这更让
人害怕的是， 很少有人觉得这事与
自己有关。有人做过问卷调查：当你
把家里的垃圾拎到楼下， 往垃圾桶
里一丢，你觉得它和你还有关系吗？

很多人都会愣住， 一脸愕然。 有人
说：垃圾当然要丢掉，清扫是清洁工
的事儿，处理是垃圾厂的事！也有人
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我何必操心？

其实，你见或不见，“垃圾”就在

那里。如果从现在起还不做出改变，

“垃圾围城”的灾难，很快就会到来。

有一句电影台词曾经流行：“人世间
所有的相遇，不过是久别重逢。 ”如
果用在垃圾上，细思量，分外可怖。

垃圾分类最出名的国家是日
本。 其实，日本全民普及垃圾分类，

也不过 20多年。 日本人的素质为
何突然提高？很简单，日本没那么多
土地填埋垃圾了。 1993年到 1998

年的 5年间，日本制造生活垃圾的
数量不断提升， 土地资源捉襟见肘
的日本， 可供垃圾堆填的区域十分
有限， 当时能用的年数不足 8年，

而且未经处理的垃圾， 已造成巨大
污染和令人恐慌的公害病。

我们终于也走到了这一天。 当
过多的垃圾开始挤压我们生活的土
地，如果还是挖个坑倒进去，当填埋
区消耗殆尽的时候， 无处可扔的垃
圾，将会堆满我们的街道。

“垃圾围城”意味着什么？ 绝不
仅是脏乱差。 举个例子，塑料在我
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2015年，全
球产生塑料制品超过 3亿吨，造成
近 70亿吨塑料垃圾。 但目前全球
对塑料垃圾的回收利用率仅为一
成，大多数都被丢到垃圾填埋地或

是海里： 每秒有 3400个塑料瓶被
丢弃， 每年有 800万吨流入海洋，

由于难以降解， 今天的海洋中有 5

万亿个塑料碎片， 足以围绕地球
400多周。

美国曾做过调查：追踪 8名志
愿者的一周饮食， 看他们是否食入
过塑料微粒。不幸的是：所有人的粪
便中，平均每 10克就含有 20颗塑
料微粒，种类多达 9 种，几乎覆盖
了全部塑料类型。

人类制造出塑料， 却没有找到
消灭它的办法，兜兜转转，最后还是
回到了自己身体里。继续这样下去，

不久的将来，这些被丢弃的垃圾，会
以什么形式回到生活中呢？ 可能是
吹来的风、喝到的水；可能是以垃圾
为食的猪牛羊生产的肉类奶制品；

也可能是被垃圾填埋场污染过的地
下水浇灌过的蔬菜水果……雪崩
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即使站
在峰顶，也无法幸免。

有人说，现实这么严重了，分类
还有什么用？有分类，才能后续更好
地无害化处理， 才能更好地提高回
收利用率。把有用的垃圾回收，这本
身就是减量；无用的垃圾，在被合理
分类后，可以“安全”焚烧处理，还可
用于发电，成为新的能源。

一个新理念的推行， 注定是一
段漫长的路。上海人先行一步，其他
城市并不是观望者。 一个城市的探
索，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过去的
很多年里，说到保护环境，我们总是
说“为了下一代”，但现在分明已经
是“为了自己”，是自救。

垃圾分类 ，今天也许会 “不
方便”一点，但明天肯定会更美好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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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忘忘初初心心 牢牢记记使使命命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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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背后的紧迫真相

孙绍波 画

勇于先行先试 全国模范检察官施净岚做司法改革的“破冰者”

许正义以初心 为法治而跋涉

做公平正义守护者忘我奉献实干者
施净岚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尹弘会见报告团一行

    “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官，我将

把初心誓言赓续在奋斗征程上，擎
法治之剑、携平安之盾，让法治阳

光洒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昨天
下午，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内座

无虚席，“我与共和国共奋进”施净
岚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此举行，

全场观众通过聆听报告会，深入了

解了这位“白玉兰”检察官的执着
和初心、责任与担当。

工匠精神激发初心
1994年毕业后，施净岚便投

身检察事业，从一名书记员成长为

国家公诉人，已整整过了 25年。
刚踏上工作岗位，施净岚便加

入了一支“梦之队”，团队中很多人
都是当时上海检察系统公诉战线上

的“老法师”。当时施净岚便下定决

心，“我要和这些师傅们一样，成为
一名人民检察官：疾恶不惧，守正

为心。”
如今每次接到新的案子，施净

岚都会和当年的师傅们一样把自
己“扔进”案件里。在骗取某银行 4

亿余元保理融资款的贷款诈骗案
中，专家一致认为保理融资款不是

贷款，所以不构成犯罪。但她没有
放弃，通过查阅资料、请教专业人

士、搜集以往案例等方式，最终令

案件“起死回生”，主犯被判处无期
徒刑。

施净岚说心底的初心时刻激
励着她，“把职业当成事业，把事业

做成学问，努力把每一个案件都办
成铁案。”

让企业获得安全感
企业的壮大、创新创业的活

跃，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而法

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盛趣公司副总裁陈玉林在会
上讲述了自己与施净岚的故事。

两年前，公司旗下一款知名网络
产品遭遇侵权，被山寨出了近

4000 款高仿产品，非法收入高达
百亿元。并且犯罪嫌疑人运用海

外通信工具进行联络，通过虚拟

货币结算套现，作案手段极为隐
秘。公司尝试了许多方法都没能

解决问题，直到案件来到了施净

岚的手中。“施净岚检察官为了收

集证据，调取了犯罪嫌疑人 3 部
手机、3 台电脑、4 个服务器中的

400 多 G 数据，她以严谨执着的
办案态度、一查到底的细腻作风，

还原了案件真相，给侵权者一个
重击。”

此后，为了方便企业能找到

她，施净岚还将自己的办公室开进
了张江科技园区，带着办案组一

起，定期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

破冰探路砥砺前行
施净岚也勇于先行先试，做司

法改革的“破冰者”。2017年，全国

检察机关首创的 4个专业化检察
官办案组在浦东新区检察院正式

挂牌成立，施净岚成为 4位主办检
察官之一，带领一支 6人办案团

队。专业化检察官办案组如何淡化

“层层审批”的行政色彩，如何解决
检察官不敢决定、不敢担责的瓶颈

问题？施净岚制定了组内检察官的
办案权力清单，为团队检察官们放

权松绑，让“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
谁负责”的司法责任制真正落实到

位。两年多来，办案组的办案量平
均提高了 50%。

办案组一员、检察官朱奇佳说：

“办案组率先建立起办案中台，推行疑
难、典型案例讨论机制，互相督促，全

面提升了我们的业务水平。一年后，我

们组成了众人眼中专办疑难复杂案
件的‘人才蓄水池’。”去年《人民检

察院组织法》修订时，检察官办案
组这一办案组织形式被正式纳入

新法。“先行先试意味着没前路可
循，施老师用她的智慧和实践，凝

练出一项项司法改革中可复制、可

推广的‘上海经验’。”朱奇佳说。

本报记者

黄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