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郜阳）9月 29

日 0—24时，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
制，报告 2例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病例 1为中国籍，在菲律宾工

作，9月 24日自菲律宾出发，经韩
国转机后于 9月 25日抵达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

观察，其间出现症状。病例 2为中
国籍，在菲律宾旅行，因疫情原因

滞留，9月 25日自菲律宾出发，经
日本转机后于当日抵达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

察，其间出现症状。

9月 29日 0—24时，无新增

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又讯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9

月 29日 0—24时，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9例，均为境
外输入病例（广东 8例，福建 5例，

上海 2例，陕西 2例，河南 1例，四

川 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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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后形成污染
共治体系
随着电商、快递、外卖等新兴业

态的快速发展，塑料制品特别是一

次性塑料用品消耗量持续上升。
2019年，我国产生废塑料约 6300

万吨，约占世界 1/5，是全球塑料消
费第一大国。而上海作为特大型城

市，人口规模大，塑料使用量大。

《实施方案》立足上海实际，按
照“禁限一批、替代一批、规范一批”

的总体思路，着重强调塑料制品的
源头减量、循环使用、再生利用和环

保处置，从生产、流通、使用、回收、
处置的全过程和各环节明确提出了

分阶段目标和系统性治理要求及任
务措施。

《实施方案》提出了塑料污染治
理的分阶段目标：到 2020年，率先

在餐饮、宾馆、酒店、邮政快递等重
点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

生产、销售和使用，基本实现塑料废

弃物零填埋；到 2021年，全市一次
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

产品得到有效推广，塑料废弃物资
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升；到

2022年，全面实现塑料废弃物零填
埋；到 2023年，全市塑料制品生产、

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

理制度基本建立，政府主导、企业主
体、全民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基本

形成，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一次性塑料袋餐
具被禁限
《实施方案》对塑料制品的日常

使用环节作出了明确的禁限要求。

记者看到，对于塑料购物袋，

主要有几方面要求：到 2020年底，
全市范围的商场、超市、药店、书

店等场所以及各类展会活动，禁止
使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餐饮打包

外卖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购物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

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到 2023年底，

集贸市场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购
物袋。

其中，塑料购物袋是指用于盛
装及携提物品的塑料袋，不包括

基于卫生及食品安全目的，用于
盛装散装生鲜食品、熟食、面食等

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连卷袋、保
鲜袋等。

关于一次性塑料餐具，主要要

求是：到 2020年底，餐饮堂食服务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

具。到 2025年底，全市餐饮外卖领
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

度下降 30%以上。其中，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餐具是指不可降解一次

性塑料刀、叉、勺，不包括预包装食

品使用的一次性塑料餐具。
此外，到 2021 年底，全市邮政

快递网点先行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

袋等，不可降解塑料胶带使用量
下降 40%。到 2023 年底，全市各

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胶带。

推广应用替代产
品和模式

有堵也要有疏，《实施方案》提
出，要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和模式，真

正地把塑料污染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在分类回收方面，鼓励有条件

的场所进一步细化可回收物“蓝
桶”，提高废塑料的回收比例。推动

电商外卖平台、环卫部门、回收企业

等开展多方合作，在快递外卖集中
的重点区域投放塑料包装回收设

施。建立健全废旧农膜和黄板回收
体系，到 2023年底基本实现废旧农

膜和黄板全量回收。

在资源化利用方面，推动塑料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结合上海实际，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培育塑料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和企业，提高聚

苯乙烯（PS）、聚丙烯（PP）、聚乙烯
（PE）等品类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水平。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禁限一批 替代一批 规范一批
上海十部门联合出台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实施方案

塑料购物袋、塑料吸管、塑料餐具、宾馆
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塑料包装袋、编织袋、
胶带……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塑料
制品都将面临禁止、限制使用。近期，市发展

改革委和市生态环境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出
台了《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
的实施方案》。昨天，本市召开新闻通气会，介
绍《实施方案》内容。

    本报讯（记者 季晟祯）国庆

中秋假期将至，作为“市民修身行
动”的重头戏之一，2020年第三季

15 本市民“修身”书单正式出炉。
你知道“扶贫第一村”的故事吗？如

何在农田上插秧、获稻，感受种子
生存智慧？本季书单包罗万象，覆

盖政治、文学、艺术等方面。

《野生的村庄》以“中国扶贫第

一村”福建省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

的脱贫致富历程为原型，以少年儿
童的视角切入，讲述 30多年来以

陈文鹏、陈野生父子为代表的两代
村委领导班子带领全村党员干部

群众，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感人故事。《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

描述江南农耕文化、风土人情，诚如

作者所言，“做三四月的事，到十月
自有收获。”本季亮点还有响应“光

盘行动”，掀起节约新“食”尚，由教
育部主编的《勤俭节约伴我行》，从

社会生活、学校生活、家庭生活三
个不同的视角，讲述节约和开启

幸福中国梦的紧密联系。

2020年第三季市民“修身”书单出炉

《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景录》 苏智良
《野生的村庄》 慕榕
《这里是上海：建筑可阅读》宗明
《勤俭节约伴我行》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教育部关工委
《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 周华诚
《第四次教育革命》

【英】安东尼·塞尔登，奥拉迪梅吉·阿比多耶
《我真的很棒》 丛非从

《民法典与日常生活》 彭诚信，陈吉栋
《美国真相》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不爱说话的十一岁》 【菲】 艾琳·恩瑞达·凯莉
《人类大瘟疫》 【英】 马克·霍尼斯鲍姆
《彗星年代：1918，世界重启时》

【德】丹尼尔·舍恩普夫卢格
《推演》 杨霄
《写给孩子的论语课》 张玮/?头说团队
《一年顶十年》 剽悍一只猫

2020 年第三季市民修身书单

上海昨新增 2例境外输入病例

    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近

日公布 《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

意见》，提出要对学术不端行为
坚持“零容忍”，一经发现坚决

依法依规、从快从严进行彻查。

29 条意见又被称作 “史上最

严”。 特别是“将学位论文作假

行为作为信用记录， 纳入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可谓使出

了杀手锏。

硕士生满街走， 博士生不

稀奇。这是好事情。建设经济强
国、文化强国、科技强国，都离

不开高学历人才在各行各业发
挥挑大梁作用。但是，研究生质

量的下滑， 也已被社会广为诟
病。 网络上不是流行这样一种

比较吗？ 说哪个年代的中专生
水平，相当于现在的大专生；哪

个年代的本科生水平， 又不输
于现在的硕士生。 如此比较虽

然多为感性， 但实质上也是点
出了当下研究生教育中 “水分

多”“虚功多”“充门面多”和“毕
业把关刚性过少” 等 “三多一

少”的不正常现象。教育部在提
出要坚决给学位“挤水”，防止

“走过场”“做虚功”时，是有一

个大前提的， 那就是广大导师

要切实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管
理部门要把抓督查、 抓执行贯

穿管理全过程。

质量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的生命线。 研究生学位论文作
假，将以不良信用记录在案，有

点“乱世用重典”的味道，十分

有必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研
究生对待本应是生命线的学术

研究，是采用或抄袭、或掺假、

或偷梁换柱的手段， 难道就不

该追问一下他们的导师有没有
失察失职或失教失范吗？ 常听

有的研究生抱怨，导师就是“老
板”，严肃的师生关系，变成了

雇佣关系。更有甚者，有的导师
自己的课题就是移花接木、挂

羊头卖狗肉的， 学生自然看在
眼里，上行下效了。 对此，新出

台的这份《意见》强调，“严格规
范质量管理， 责任主体在学位

授予单位”“坚持质量检查关口
前移”，而且，还要求导师“掌握

学生参与学术活动和撰写学位
论文情况”。教育部相关负责人

已放话： 要敢于让不合格的学
生毕不了业。那么，是不是也应

该敢于摘掉那些屡屡带出论文
作假学生的导师头上那顶 “博

导”“硕导”帽子呢？“教不严，师
之惰。 ”谁也别想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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