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左妍）爱

清洁、爱健康、爱上海！今天上午，
本市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正式启

动！本次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为
期 7 个月，从“讲究卫生、清脏治

乱、防制四害”入手，开展三项集
中行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

面貌、提升市民健康文明素养，降

低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巩固常
态化疫情防控成效。

市爱卫办介绍，随着夏季到
来，本市进入传染病易发时期。由

于重大活动增多、人员流动频繁、
气候潮湿高温等因素，肠道传染

病、自然疫源性疾病、虫媒传染病
传播概率增加。本次夏秋季爱国卫

生运动以“爱清洁、爱健康、爱上

海”为主题，充分发挥市、区、街镇
爱卫会组织协调作用，开展三项集

中行动：一是“自查自纠行动”，围
绕第十届花博会、建党 100周年系

列活动等重大保障要求，在 5月至
6 月组织各街镇全面开展自查自

纠活动；二是“蚊虫高峰压制行

动”，围绕夏季蚊虫高峰压制要求，
6 月至 9 月，形成每月上旬、下旬

的双突击控制，做好社会单位发动
的同时，组织街镇专业队伍做好社

区公共环境的卫生清理、孳生场所
控制、成蚊密度消杀、社会宣传教

育等工作，确保蚊虫密度控制在较
低水平；三是“以查促改行动”，围

绕重点民生环境，组织各区每月对

辖区内各类重点单位工作落实情
况，开展现场督导，督办解决一批

突出问题。
目前仍处于新冠疫情常态化

防控阶段，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
绍，今年本市冬季气温偏高、低温天

偏少，导致早春蚊虫活动时间略提

前。今夏，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市
爱卫办将共同开展“蚊虫密度旬预

报”工作。同时，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和长三角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中

心也计划联合开展病媒生物监测。
市爱卫办希望广大市民继续

保持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
堆等“健康生活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市政

府日前印发《上海市 2021?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即第八
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计划》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3年，上海生态环境质量稳定

向好，生态空间规模、质量和功能

稳定提升，生态环境风险得到全面
管控，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

成，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主要指标包

括：生态环境质量、绿色发展、污染
治理、生态空间以及生态环境治理

等五大方面。其中 PM2.5年均浓度
稳定在 35 微克/立方米以下，AQI

优良率保持在 85%左右，地表水优
III类断面保持在 55%以上，受污

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
到 95%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18.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9.1

平方米；单位 GDP能耗、水耗持续

下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
达到 17%以上。

为保障第八轮环保三年行动
计划目标指标的实现，《计划》共安

排了水环境保护、大气环境保护、
土壤（地下水）环境保护、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工业污染防治与绿色转

型发展、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生
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应对气候

变化与低碳发展、河口及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循环经济与绿色生活、

生态文明改革与保障机制等 11个
专项，共计 213个项目。

《计划》提出加快构建现代环

境治理体系，推进制度改革和政
策创新，全面保障各项目标任务

的完成。一是完善机制体制建设。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机制和督

察整改机制，健全部门协作机制，
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创新社会

治理机制等。二是强化环境执法
推动。开展土壤、移动源大气污染

防治等相关地方立法研究，推进
绿色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环境司

法联动，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制度。三是强化政策支撑保障。

通过政策支持推动老旧车、机械
更新淘汰，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鼓励清
洁生产装备研发和制造，推动环

境第三方治理机构建设等。四是
健全智慧监管能力，提升精准治

污、精细管理和科学决策的智慧
环保管理水平。五是完善市场治

理体系，继续推进第三方环境服

务试点，鼓励绿色债券、绿色基
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绿色金

融创新。六是健全区域协同协作，
探索形成长三角水、大气、固废、绿

色创新等领域协作新机制。七是完
善全社会共治体系，落实企业生态

环境责任，强化各类群团组织、社

会团体和公众的监督与参与。
与前几轮相比，本轮计划具有

以下特点：一是“稳”，稳定巩固前
七轮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成

果，坚持原则不能改、方向不能
变、力度不能减、标准不能降，确

保守住环境质量和环境安全底
线；二是“进”，持续加大污染治理

力度，更加突出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提高治理措施的全局性、整体

性，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协同推进
气候变化应对与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协同控制细颗粒物和臭氧，统
筹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确保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三是“新”，更
加强化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技术

创新，全方位推动形成绿色的生
产生活方式，培育绿色新动能，在

创新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和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

2023年，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

    这两天， 伴随着年轻人“520”

消费的热潮， 老字号哈尔滨食品厂
的“西番尼”蛋糕销售节节上升；光
明乳业为花博会推出的限定款 3D

打印冰淇淋未卖先热， 成为了 “网
红”……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字号“触
网”，它们与年轻人的距离也越来越
近， 但是相比近年来网络巨变时代
下一些新消费品牌的成长， 老字号
更需要一颗年轻的“芯”。

“西番尼”因谐音“喜欢你”，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被不少年轻人
用来表达爱意。 随着这代人为人父
母，他们的下一代，虽然也听父母说
起过“西番尼”，但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更加关注的是提拉米苏、马卡龙。

这两年， 随着哈尔滨食品厂通过微
博、微信、抖音等各种新媒体和社交
平台进行营销， 成功吸引了年轻人
的关注。 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在
老字号身上发生， 像古力娜扎在小
红书上推荐了芝麻核桃粉之后，淮
海路上的老字号长春食品商店的年
轻顾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新消费崛起的背后，是年轻人，

也就是网上常说的“Z世代”群体的
崛起。有报告显示，“Z世代”群体规
模达 2.6亿人，不管是线上还是线
下， 他们的消费主张都更加强调参
与感和体验感。 现在不少新品牌在
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老字号很多
年才能取得的成绩， 这足以证明网
络巨变时代下的新趋势。

事实上，老字号也尝到了新消费
时代的甜头。 今年通过薇娅直播间，

杏花楼在数分钟里卖出 26万盒青
团。 除了传统的长三角地区销售之
外， 中部地区成了杏花楼的增量市
场。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杏花楼月
饼去年通过网上销售之后，其在外省
市的销量数据大大超出了此前的预
料，对于杏花楼打开全国市场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在新品牌不断加快占
据市场的同时，是不是意味着老字号
就会被拍在沙滩上，甚至逐渐无人问
津呢？ 无论是“西番尼”的受宠，还是
“舌尖上的花博会”，或者是薇娅携手
杏花楼，这些成功的案例都显示了老
字号依然可以获取流量红利，加上产
品本身的质量、 安全方面的优势，其
不会重蹈一些新品牌来得快去得也

快，迅速被消费者遗忘的“覆辙”。

相比传统商业时代， 互联网降
低了品牌创业的门槛， 同时大幅缩
短了品牌从“0”到“1”的时间。 现在
绝大多数的新消费品牌， 会通过抖
音、小红书进行推广合作，并在社交
平台等渠道精准“获客”，随后引流
至电商或自营渠道， 通过大额满减
券、 无门槛领券等店铺活动促进下
单“转化”。 与此同时，拼团、砍价等
“裂变”也让更多消费者下单。

在今年中国品牌日活动期间发
布的《城市商业创新力———2020新
国货之城报告》显示，注册地为上海
的新锐品牌在销售表现上最为亮眼，

且单个品牌的平均销售额在前五城
市中也排在第一，贡献了全国近 1/6

的新锐品牌销售额，像钟薛高、拉面

说等品牌更是成为行业翘楚。

相比当前一些新消费品牌 “获
客”“转化”“裂变”的成长路径，老字
号仅仅完成第一阶段———“获客”，

而“转化”和“裂变”依然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老字号不仅要让用户想得
起、记得住，还要让他们下定决心买，

并且要能让他们买得多、 推荐得多、

传播得多，这些都需要用年轻的“芯”

来增强品牌的运营能力，并且通过数
据的沉淀和分析来进行商业决策，进
而重新取得应有的市场份额。

老字号传承至今一定有其可取
的、非常有价值的点，但如果是倚老
卖老，肯定是“死路一条”。只有拥有
一颗年轻的“芯”，才能把内含的好
元素、好价值传递出来，既守得住经
典，更当得了“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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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2021—2023年生态环境保护和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印发，提出总体目标———

本市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启动

今夏开展“蚊虫密度旬预报”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上门服
务的家政员靠谱吗？通过“随申办”

App、微信?程序等渠道就能查询

到家政员的相关信息。记者从昨天
下午召开的“2021年上海市为民办

实事项目家政持证上门服务工作推
进会”上获悉，今年上海家政人员上

门服务证将由卡式实物上门证转变
为“随申办”电子上门证，进一步提

高家政行业的信息化水平。
市商务委表示，目前，上海累计

已有 500多家企业、15万余名家政

从业人员参加持证培训，实现了本
市 16个行政区的全覆盖。今年，家

政持证上门服务继续纳入上海市为

民办实事项目，本市将培训 2万名
持证家政员。在工作流程上，今年将

由线下集中报名转变到线上线下相
结合。同时证件载体也发生变化，将

由卡式实物上门证转变到“随申办”
电子上门证。

目前，上海家政综合服务管理

平台已上线运行，平台具有 24?时
实时备案、上传报名信息等功能，能

提供在线培训、考试、办理上门服务
证等便捷服务，改变了以往集中报

名、集中考试的培训模式，有助于培
训效率和培训质量的双提升。

上海家政员有了电子上门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