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洁）上海“一

网通办”“不见面办理”专栏又新增
17项服务事项。记者从上海市大数

据中心获悉，即日起，包括医疗费用

综合减负试算 （含在职和退休）、医
保个人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享受民政社会救助项

目证明出具、开具户籍证明等 17项
服务事项，市民可全程在线办理，实

现“0材料”“0跑动”。办理渠道有四
种，分别为“随申办”App、“随申办”

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以及“一网通

办”PC端的“不见面办理”专栏。

以开具户籍证明为例，以前户
籍证明需要申请人到派出所窗口现

场办理，如今可在线上提出开具户
籍证明申请，并通过上传相关证明

材料 （对于本市核发且能够调用的

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免于提交），经派

出所审核后出具户籍证明电子版，
供申请人自助查阅、打印，实现办理

零跑动。
截至目前，市民在上海“一网通办”

的“不见面办理”事项已达到 30项。

又推17项 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杨硕）记者从上
海建工集团获悉，桃浦地区“土壤修
复工厂”今天开始进入大规模土壤

修复阶段。
据了解，此次修复的上海桃浦

603地块场地面积约 9 万平方米。
该地块目前已完成 0-2 米浅层污

染土的修复，即将全面展开 2米以

下深层高浓度污染土壤的开挖和修

复。同时，“土壤修复工厂”也将开足
马力，全负荷修复施工作业。

据介绍，地下开挖出来的污染
土壤，首先将由土壤筛分机进行筛

分，小于 60毫米的土壤颗粒会被传
送带传送至自动连续型混合搅拌设

备，搅拌后进入土壤养护区的大棚

内部继续反应，最终通入大棚外的

尾气净化装置进行进一步处理，修
复后的土壤达一类用地(居住用地)

用土标准。大石块等杂质被淘汰，等
待后续单独处理。

为更好开展污染防治工作，不
断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上海建

工在项目运行中综合考虑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风险、规划用地功能、区域
环境条件及地块开发进程等因素，

因地制宜建立“修复工厂”，全过程
服务于整个规划区域的整治开发，

对周边区域的污染土壤进行集中修
复，实现资源化安全再利用和就地

消纳。比如“修复工厂”内集中建立
的污染土壤修复大棚，专门用来接

收桃浦工业区内多个污染地块的污

染土壤，进行集中管理处置。这种集
中化修复治理模式的有效推行，节

省了修复成本，提升了修复效率，降
低了二次污染风险，进一步促进了

生态修复可持续发展。
污染防治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近几年

来，国家在生态环保领域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维持在 20%至 40%的较

高水平。上海建工也把水利水务、环
境工程作为重要的新兴业务拓展领

域，在污水和污泥处理、供水排水系
统、水利水电枢纽、水资源回收利

用、水环境综合治理、土壤修复、固
体废物处置、海绵城市、综合管廊、

园林景观等绿色产业上持续发力，

2019年，仅环境工程业务在建合同
就有 240亿元。正在开展土壤修复

的上海桃浦 603地块，是目前上海
地区污染体量最大、治理难度最高

的土壤及地下水修复项目。
上海建工集团总裁卞家骏表

示，上海建工把土壤修复、水环境治

理、固废处理等环保产业作为重要
的业务拓展领域，积极引进国外一

流土壤修复技术和人才团队，加强
与国内相关科研机构的合作，再加

上自身在环保领域长期积累的研发
实力，已在环境治理、园林景观等方

面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具备从投
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运

行维护的一体化能力，近年来环保

业务蓬勃发展，取得了较好业绩。
除 603地块项目，上海建工园

林集团的身影同样活跃在其他环境
治理领域，从世博后滩、崇明东滩、

新江湾城生态保育等生态修复，到
海南昌化铅锌矿矿山环境治理示

范、昆山某小区场地污染土壤修复

等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再到山西长
治漳泽湖东岸生态修复与保护综合

治理、西湖大学生态水系建设、长三
角路演中心湿地修复等。此外，上海

建工园林集团还在市科委平台成立
上海生态景观水环境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发挥并整合自身的技术优势
和上海水环境治理的多方力量。

    本报讯（首席记者 曹刚）今天

上午 10时许，在建的上海轨道交通
18号线御桥站的轨道上，18004号

列车完成首次热滑试验。这是接触
网联调联试前的关键环节，也是对

地铁供电、车辆和轨道等系统运行
稳定性的全面检验。现场调试数据

显示：列车受电弓、接触网、轮轨及

车辆等各项运行参数正常，达到试
验预期目标。18号线御桥站至航头

站区段计划于今年底开通试运营，
这一区段已于今年 1月完成铺轨，

全长约 15公里，共设航头站、鹤立
西路站、下盐路站、沈梅路站、繁荣

路站、周浦站、沪南公路站、御桥站
（可换乘 11号线）8座车站。

此次热滑试验分三个阶段，列
车分别以低、中、高三种时速往返试

验（低速为 5-10公里/时、 中速为
40-60公里/时、高速为 70-80公里/

时），对各项设备指标循环检测，并在
观察窗上加装摄像机，全程观察接触

网运行状况。此外，18号线一期工程

已封顶 23座车站，盾构推进 55公

里，铺轨完成 36公里。其中，年底有

望通车试运营区段的 15公里已全面
进入装修及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18 号线航头基地正全力追赶

此前因疫情落下的工期。上海地铁
充分利用既有线路的川杨河基地，

完成了 18号线新车的部分调试和
转线工作。经前期限界检测、无线通

信、道岔状态确认、冷滑、牵引变电
站联调、轨道线路确认及接触

网送电等一系列准备工作，

18号线在边建设、边验收

的情况下开启接触网热滑
试验，为后续信号系统和

车辆静态、动态调试争取
更多宝贵时间。

    4月 10日，君悦律师事务所行

政唐佳妮来到位于华阳路上的长宁
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这里是长宁

线下政务服务大厅之一，唐佳妮办
理律师变更执业和律师入伙退伙两

项业务只用了半小时。她告诉记者，
在这里取号办业务非常方便，而在

实行“一网通办”以前，律所办业务

需要前往司法局律公科办公室。进
司法局大门前要先向保安出示身份

证登记，保安还要打电话去科室确
认，等待时间较久。加上办公室比较

小，里面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在办公，

进出不是很方便。
记者了解到，企业及市民之前

对政务服务反映较强烈的一个问题
是：跨部门事项办理地点分散、办事

需要跑多头、跑多次，有些事项需要

到机关大楼科室办理。为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拓展“一网通办”线下窗

口的服务能级，长宁区分别采取整
合新设行政审批服务科和归并职能

加挂行政审批服务科两种方式，实
现全区 21个部门的行政审批职能

向一个科室集中；以整合开设跨部

门综窗的方式，推动政府各部门将
行政审批职能向各政务服务大厅集

中，使企业和市民办事从“跑多门”
到“进一门”，从“找部门”到“找窗

口”，真正实现了“只跑一次、一次办
成”。司法局的审批科室就是直接入

驻政务服务大厅，在一个大厅里即可
实现前台受理、后台审批、一次办成。

2019年，长宁区行政服务中心

还在上海率先推出“开办饭店”“加

装电梯”等特色主题综合窗口，实现
跨部门审批事项“一窗受理、一表申

请、部门联审、一次办成”。改革后，
办理“开办饭店”事项，申请人跑动

次数由 5次减为 1次，办理时间由
31个工作日减为 13 个工作日，申

请材料由 31份减为 12份；“加装电
梯”事项办理时间从 48个工作日减

少到 18个工作日。工作人员小姚介

绍说：“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区，申办
人只需要通过我们‘加装电梯综窗’

一口递交材料，我们会把材料自动
分发至各审批部门，房管、规划、建

管、市场局等部门联审联办，业务人
员上门现场踏勘，这期间不需要申

办人重复跑、重复递交材料。”

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要

求的还有彰显长宁特色的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目前，长宁区已完成区

城运中心和 11个街镇园区城运中
心组建，全面统一上线使用市城运

系统管理平台，2300名管理、执法、
作业人员全面启用政务微信移动办

公，11个街镇园区已全部形成各具

特色、贴合实战的工作方案。例如，
在疫情防控阶段，江苏路街道统一

由街道城运中心进行数据汇集上
报。针对 12345市民来电反馈疑似

管控对象的，则第一时间由街道城
运中心通过电脑城运系统信息库检

索，实现快速比对疑似管控对象情

况，及时反馈消除来电市民疑虑。
本报记者 屠瑜

长宁全区21个部门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科室集中

真正实现企业及市民“只跑一次、一次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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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浦地区 开工
下挖2米多直达污染土 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

御桥站至航头站区段计划年底开通试运营

18号线上午完成首次热滑试验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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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今年春天，一款名

为《集合啦！ 动物森友
会》（以下简称“动森”）

的掌机游戏火了。

有多火呢？ 一时之

间，“上岛”“大头菜”

“还房贷” 成了热门话

题， 甚至你会发现你周

围的人朋友圈里都是一
张张各具特色的软萌图

片， 收花种菜再一次成
为热议话题。 接连打破

日本、 英国同类游戏销
售榜，动森的火爆几乎一夜之间。

为什么动森会成为潮流标签？

“就像进入一个平行世界，它是你一

直想要的那个宇宙， 却不可能在现
实中得到。”格拉斯哥卡立东尼安大

学的游戏叙事讲师罗曼那如此描述
动森。

不同于传统电子游戏， 在动
森里， 没有怪兽和即将灭亡的星

球， 也不会出现各类血腥打斗的
PK场景。 玩家所需要的，就是经

营好自己降落的小岛、 布置岛中
的新家、 与小岛上的动物朋友们

打交道。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同线

下的好友联机，相约探险。没有规
定的标准玩法， 也没有千篇一律

的结局， 从虚拟人物的造型到家
装布置，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喜好。

疫情宅家， 这款游戏被不少

人视为另一个“桃花源”，甚至因

为疫情而无法实现的生日派对或
婚礼，都能在动森里顺利实现，就

好像彼得·潘口中的永无岛
（Neverland）。 某种程度上，动森

的设定或许是虚构的， 但每个人
都可在这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

有游戏的地方，就有氪金（网
游语言：收费）存在。 动森火爆之

后，各种“产业”随之产生。某宝上，

有人卖货币，有人卖道具，还有人

把游戏里的岛民 NPC当成交易
对象，甚至有人在游戏里搞起“家

政服务”，有偿代为锄草、浇花、砍
树……而这些，无疑与游戏的初衷

背道而驰了。 其实说到底，游戏中
的一切只是现实的模拟，真实的世

界才是与我们休戚相关的。

在陆续开放的博物馆内，游

戏中见到过的展品真实呈现。隔着
口罩，相熟的伙伴和你的寒暄更温

暖人心。 作为疫情宅家的调剂，动
森营造了一片游戏热土。 疫情过

后，现实生活中一起“集合啦”的再
出发，才是眼下更迫切的。

一网通办 不见面办理

▲ 列车座椅采用木纹贴膜

荨 车厢内新增无线充电设备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