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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宝然去年毕业于上海电机学

院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小伙子选
择留在临港，成为上海彩虹鱼海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电气工程
师。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看中了这

儿创业和就业的环境和政策。与临
港相伴度过象牙塔时光，他感慨说，

从刚开始海边的大片空地发展到现

在已经有众多高新企业入驻，从人
迹稀少发展到现在拥有不逊于市区

的繁华，临港的发展速度超乎我们
的想象，我觉得临港未来的发展会

更好。
又是一个新学期，临近毕业的

你，是否又因为何去何从而困惑？记
者从“两海两电一桥”临港五所高校

获悉，在 2020届毕业生中，留在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就业的本科以上学

生共计 473人。

爱临港，理由有很多
黄依笛如今是上海知从科技有

限公司的一?软件工程师。去年毕

业季，这位上海海事大学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的学生被问到最多的问
题，就是“为什么选择临港”。知从

科技是家从事汽车电子软件的小
型高新技术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主

要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这与黄依
笛的专业方向很对口。“大四时，我

在公司实习了三个月。之所以选择

在这里就职，除了专业对口、能够
发挥学到的技术知识外，还看重一

点，就是公司位于上海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我相信在这里发展会有美

好的未来。”说这话时，小伙子信心

满满。他告诉记者，在临港就业，自

己能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各项优惠
政策。“我现在租的是一个 40平方

米的单人套间，每个月房租 1600

元，因为有住房补贴，实际上只需付

1000元。”
马国蕊是上海海洋大学工程学

院 2020届毕业生，目前就职于上海

海洋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我曾在
校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做老师助理，

对创新创业方面了解较多，知道科
技园是个面向大学生，特别是临港

地区高校学生进行创业扶持的孵化
平台。”马国蕊说。她原本有机会在

市区工作，但一则工资不理想、生活
成本过高，二来熟悉临港，也确实对

平台和工作内容感兴趣。她说：“我
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孵化并实

现创业梦，为临港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接下来，马国蕊还有一个

期待实现的“小目标”，她期待能早
日落户临港，成为真正的临港人。

留下来，母校助就业
去年，上海电机学院有 169?

毕业生选择在临港就业，在临港五

校中人数最多。校方介绍，学校积极
对接新片区各级人才服务相关部

门，获取政策资源支持；校领导牵头
全方位走访新片区各园区和行业领

军企业，深入交流毕业生就业合作

契机；学校还多次同临港人才联合
举行临港产业区专场毕业生招聘

会，定期开展新片区企业招聘信息
发布，吸引学生在新片区企业工作；

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加大对临港新

片区人才政策的宣传，促进毕业生

在新片区热土扎根的志向在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中早早孕育萌芽。

就在本月底，上海建桥学院将
举办一场线上招聘会，招聘企业均

来自临港新片区。学校就业办也将
合理引导，推动有意向的毕业生留

在临港就业。

焦敏如今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制度创新和风险防范处工作。他是

个实实在在的临港新青年———在上
海海洋大学求学七年、在临港生活

十余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
学弟学妹们，要抓紧时代赋予的责

任和机遇，把握新片区的大好平台，
与新片区共成长，在奋斗的新时代

实现自我价值。
本报记者 郜阳 易蓉

去年，473名应届生留在临港

    本报讯 （记

者 裘颖琼）上海
市固体废物处置

中心（二期）工程
项目 9 日在老港

生态环保基地开
工。根据规划，整

个工程将以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打
造国内首座半地

下双层刚性填埋
库，计划于 2022

年建成。
作为上海环

境“十四五”开局
的首个工程项目，

固废处置中心（二
期）工程已列入

2021年上海市重
大工程生态文明

建设类序列。该工
程既是解决未来

上海市一般工业
固废、危险废物处

置的托底保障，也
是完善老港基地

固废综合处置战
略功能、提升上海

市危险应急处置
能力、进一步提高

和发展整个城市
工业废物处置水

平和环保功能的

必然要求。
上海市固体

废物处置中心（二
期）工程由上海市

固体废物处置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

设计规模 25 万
吨/年，总库容 505

万方，计划投资 10.7?元。工程单
位面积库容达到 10 立方/平方米，

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 3-4 立方/平

方米，实现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

同时，引入智慧填埋技术，通过
自动填埋作业设备，结合信息化系统

实现三维网格化精细管理，实现入场
废物可定位、可追溯，为废物的资源

化利用打下基础。采用智能机器人巡
检技术，实现厂区远程在线监控，在

减少人工的同时，大大提升运维的内

容和频率，改变传统运维方式，实现
运维智能化。利用智能减容压块技

术，最大可使飞灰减容 50%-80%，提
高刚性填埋库库容利用率 30%以上，

延长填埋库寿命 3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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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业指导 有政策优惠 有孵化平台

    上下班途中买菜购物，环保袋

太大塞不进小包怎么办？纸吸管吸
了一会儿就烂，影响喝奶茶口感，

如何破？可降解标识近十个，搞不
懂、看不清，谁来管？……去年，国

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沪苏浙皖相继出台“史上最

严”禁限塑新规。
昨天，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召开

《长三角禁限塑新规消费侧研究报
告》发布会，调查显示，长三角消费

者对禁限塑的知晓度和支持率均
很高，但习惯的培养、替代品体验

感不佳、可降解产品市场竞争无序
成为三大“堵点”。

九成消费者挺新规
上海新消费研究中心刘波博

士表示，在 1 月初的调查中，长三

角消费者对禁限塑知晓度和支持

度均很高，知道禁限塑的比例高达
92.9%，非常支持或比较支持的占

比达 90.1%。

在新规的覆盖方面，在对 1640

家企业体察发现，禁限塑新规在商

场落实率达到 78.6%，超市为
77.5%，药店为 58.8%，书店为

73.0%，大型饭店为 90.1%，中型饭
店为 82.5%，小型餐饮店为 64.3%，

外卖为 75.6%。认为本地禁限塑落

实情况非常好的受访者超六成。

在塑料袋生产企业中，90%
以上的产能已调整，部分转型为

生产纸质袋，部分转型为可降解
塑料袋。可降解塑料袋未来 3-5

年将占领市场，成为普通塑料制
品的替代品。

替代品体验感不佳
新规实施中，有何“堵点”？消

费者的习惯培养、替代品的体验感

不佳、可降解产品市场竞争无序成
为三大问题。

新规实施前，仅有 14.5%的受
访者去买菜时会自带购物袋，去超

市购物自带购物袋也只有 32.5%。

“长三角消费者习惯在上下班路上
买菜购物，我们特地去陆家嘴观

察，很少有人拎环保购物袋，更别

提女士小包是否塞得下环保袋

了。”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
盛认为，随身携带购物袋的习惯，

不仅要用“禁用”倒逼，还需各方引
导。另外，可接触食品的塑料袋没

有相关标识，60.6%的受访者对食
品袋是否安全表示怀疑，应打消其

顾虑和担忧。

值得关注的是，替代品体验
感不佳，是阻碍新规实施的“拦路

虎”。调查聚焦无纺布环保袋、餐
饮外卖和纸吸管，发现完全靠简

单替代无法满足消费需求。42.6%
的受访者表示，无纺布环保袋“质

量差、难看”，不会在外使用，近三
成受访者会把无纺布环保袋作为

垃圾袋用。
纸吸管更收获了大量吐槽，

56.0%的受访者不愿使用，认为体
验度太差。对此专家建议，可将饮

品包装改为带吸口的杯盖，或改
变配方，无需吸管仍能获得很好

的口感。
餐饮外卖更值得关注。受访者

中有 3.6%几乎每顿都点外卖，

22.4%几乎每天一顿外卖，59.5%一

周会点若干顿外卖。如果仅从替代
角度提限塑要求，而不对外卖模式

做重构，由外卖塑料餐盒带来的环
境威胁，可能会与日俱增。

消费者选择有障碍
可降解产品市场的无序竞争，

也令消费者面临“选择障碍”。可降

解塑料每种类型的适用标准、生产
工艺和成本都不一样，降解程度差

异也很大，若过多追逐成本和价
格，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

况。而对小商家和消费者来说，网

上“可降解塑料袋”很多，可降解标
识却各不相同，价格差异也很大。

“可降解标识达近十种，搞不清、看
不懂的情况普遍存在，调查中能完

全答对知识点的不到 2.5%。”消保
委认为，产品繁杂而无序令人很难

做出判断和选择。
对此，上海市质检院专家表

示，因标准体系复杂，消费者较难
区分各产品的降解类型和技术要

求的差异，确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标

识规范，方便消费者辨识。目前，技

术机构正在研究和制定快速筛查
材质的方法标准。此外，上海质检

院及多家检测机构也已建起完整
的可降解检测能力，今年检测能力

将大幅提高。
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陶爱莲

代表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建议，应

从“概念导入”到“知识普及”，让
消费者掌握禁限塑必备的知识，

并由社会协同引导和鼓励消费者
养成自带购物袋、不使用塑料一

次性餐具等习惯。同时，应清理归
并各类可降解标识，方便消费者

与小商户选择购买，并设置可接
触食品塑料袋的专用标识，方便

辨识。
此外，应促进消费侧与供给侧

形成合力，比如通过税收等让不可
降解塑料使用量较大的消费行业

承担环境成本，完善标准和价格形
成机制营造有序竞争的氛围，政府

投入资源研究可降解塑料的检测

判定方法。

本报记者 金旻矣

■ 在中山公园龙之梦家乐福，消费者自带购物袋前来购物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