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晚，陆家嘴金融城在东方艺术中心组织开展

“LuTalk陆家嘴大讲堂———纪念浦东新区开发开放
30周年和中国资本市场 30周年”系列活动。上海证

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上海国和投资总裁程

放在大讲堂第一期发表演讲，亲述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中国资本市场 30周年的那些标志性的事件和

激动人心的时刻。

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陆家嘴金融城发展

局副局长梁庆介绍，陆家嘴金融城在全国首创“法定
机构+业界共治”的治理模式，建设一座有温度的金

融城。在此背景下，LuTalk陆家嘴大讲堂应运而生。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10月

31 日，以“提升社区和城市品质”
为主题的 2020年世界城市日活动

将在上海、福州两地举办主场活
动。开幕式上将首发《上海手册-21

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2020年
度报告》，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城市治理、文化、国际合作等方面

诠释社区建设与城市品质的联系。
世界城市日是联合国决定设立

的首个以城市为主题的国际日，也
是迄今为止首个由中国政府发起设

立的国际日。从 2014年至今，已经
先后在上海、厦门、广州、徐州、唐山

等地举办了数届主场活动。

今年活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举办。国内外城市代

表、专家学者将齐聚一堂，共同关
注如何提升社区与城市治理能力，

加强城市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建设，
共建包容、安全、韧性的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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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姜燕）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周岁”
之际送出一份贺礼，日前发布《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生态
环境管理“三统一”制度建设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明确了
三方面 56项具体工作清单，标志着

示范区在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

边界，实施跨区域生态环境一体化

管理的制度创新上又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行动方案》重点围绕打造生
态优势转化新标杆、绿色创新发展

新高地、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

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的核心

要求，明确到 2022年基本形成“三
统一”制度体系，进一步夯实示范

区生态环境联保共治的制度基础，
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提供了有效的制度示范和创新引
领。内容主要包括了生态环境标准

统一、环境监测统一和环境监管执

法统一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制
度保障，明确了三方面 56项具体

工作清单。

标准统一方面，突出以“一套标
准”规范示范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重点推进“三个同步”。一是同步落

实示范区重点行业全面实施大气特

别排放限值；二是同步推进标准阶
段性研究发布。按照共识度高、可操

作性强、先易后难的原则，立项、研
究、发布一批生态环境标准规范；三

是同步研究标准制修订工作流程，
建立符合示范区特点、便于操作的

标准制修订统一发布模式。

监测统一方面，完善以“一张
网”统一生态环境科学监测和评估，

重点建设“三个体系”。一是完善生
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估体系，构建“一

核两轴”大气监测网络，优化完善示
范区水质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网络

体系，建立区域生态监测网络；二是

强化污染源监测监控体系，完善以
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

测体系，构建 VOCs等重点污染源
在线监测体系，建立移动源监测评

估体系；三是建设环境预警应急监
测体系，推进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共

享共用。

执法统一方面，强化用“一把
尺”实施生态环境有效监管，重点打

造“两个一”。组建一支生态环境联
合执法队，率先实现跨界执法协作

互认；建立一套执法规程，统一示范
区执法事项、执法程序和裁量标准，

建立健全案件证据互认、处罚结果

互认机制。推动执法信息互通共享，
实现生态环境信用互通。

“这三个领域的统一，意味着打
通两区一县（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

苏州市吴江区和浙江省嘉兴市嘉善
县）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形成跨域一

体的生态环境监管尺度和生态环境

行为准则”，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
委会副主任张忠伟说，这不仅在推

动示范区生态环境制度一体化方面
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更为示范区坚

持生态筑底的定位提供重要制度性
保障。

形成跨域一体的生态环境监管尺度和生态环境行为准则

示范区生态环境管理“三统一”

    设置打赏冷静期，防止激情打

赏；限制单笔打赏的最高值，管理高
额打赏；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

尽量减少未成年人的打赏……网
络直播打赏行为将迎来首部行业规

范， 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对打赏行
为加以限制和规范。

对于网络直播行业来说，一个

非常重要的收入就是粉丝等观看者
的打赏。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最新发布的第 46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2020年 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
模达 5.62亿，占网民整体的 59.8%。

随着网络直播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
大， 由于打赏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也

逐渐浮出了水面。

“少年两个月打赏女主播 40

万元”“熊孩子看直播频现巨额打

赏”“为打赏主播，挪用公款 700?
万元”等新闻屡屡见诸报端，由此

产生的纠纷不胜枚举。 一方面，法
院依法审理相关案件，对打赏的法

律性质作出明确认定，具有示范性
效果；另一方面，打赏的实质是消

费者与主播之间是一种服务关系，

通过行业自律形成规范，可以极大

地减少争议。 因而在《民法典》等

法律法规对于打赏行为已经有一
定约束的情况下，由国家网信办、

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参与制

定网络直播打赏行为行业规范，有

利于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让打赏

行为更加规范， 并给打赏乱象念
“紧箍咒”。

在已经披露的规范内容中，

对打赏行为均有比较明确的定

义，比如：激情打赏是指在一定时
间内的不断打赏等。 但是在具体

操作上还有许多待完善的细节，

像激情打赏的频次及金额的阈值
如何定、 高额打赏的单笔打赏金

额到底最高限多少等， 这些对于
规范出台之后能否真正整治打赏

乱象将产生影响。

除了政府指导、 行业协会落

实，直播平台在规范打赏行为中也
是重要的一环。从目前已经公布的

一些案件来看，网络直播中诱导粉
丝打赏的情况绝不在少数，像有一

定粉丝量的主播为营造受欢迎假
象，要求卖货商家和请求其帮忙引

流的小主播开设多个账号， 扮成
“大粉”，用刷礼物的方式完成经济

交易， 这些账号实际上都是 “托
儿”。 直播平台应该落实监管的主

体责任，将恶意诱导打赏的主播列
入黑名单。 同时，应该采取限制未

成年人注册、加强用户身份验证等
举措，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

网络直播打赏行为规范出台，

能够从源头上遏制 “激情打赏”等

乱象，同时在网络直播平台中形成
一种淘汰机制，促进整个行业健康

发展。

给“激情打赏”念“紧箍咒”
方 翔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由普陀区政
协与上海市政协地区政协联络指导组联
合主办的 2020“苏州河论坛”昨天举行，

论坛发布的普陀区政协重点课题调研成
果《打造“苏河十八湾”滨河活力“秀

带”》，建议将普陀苏州河打造成为一条
曲曲有风景、段段有特色、湾湾有故事的

城市滨水活力秀带。

今年，普陀区政协聚焦普陀区苏州
河水岸品质的整体提升，开展重点课题

调研，组织相关智库专家、区政协人才库
委员历经数月深入研究，形成了具有较

高前瞻性和参考价值的调研报告。报告
围绕注重品质提升引领苏州河发展度，

谋划地域品牌增强苏州河显示度，发展

水岸经济激活苏州河活力度，以及凝练
创意产业、文化演艺、童趣智慧等主题，

重点发展长寿第一湾、沪西第十湾和长
风第十八湾普陀区苏州河三大核心区域

等，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言，
为普陀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释放城

市发展新动能贡献政协智慧。

市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凤
懋伦认为，要把苏州河沿岸地区建设放

在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大框架中加
以考虑和谋划，当务之急是“铸魂”，这个

魂就是“挖掘苏州河百年工业文明，传承
历史文脉，着力发展水岸经济”。这是苏

州河沿岸建设的“魂”。“有了这个‘魂’，

苏州河才能有生命，才能‘灵动’起来，才
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示范区。”

凤懋伦指出，要在明确主题的基础
上，借鉴世博会的成功做法，进行主题演

绎，探讨内涵表达，提出总体要求。相关

区应发挥积极性，结合区情具体演绎，无
论是在文化生活水岸的内涵塑造、整体

保护肌理格局与拓展保护对象、历史资
源活化利用和城市历史文化内涵拓展，

还是在文化展示空间重塑和文化设施集
聚区打造、文化探访线路策划与城市文

化活动组织等方面，都要根据主题演绎

和总体要求予以落实，画好“工笔画”。

2020“苏州河论坛”贡献政协智慧

将普陀苏州河打造成滨水活力秀带

上海、福州明举办 2020年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

共建“包容安全韧性”幸福家园

LuTalk

?家嘴大讲堂开讲

今日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