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18.5%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昨天，上海市

政协开展重点协商办理“加快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引领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案专题

活动。委员们实地考察宝钢股份硅钢第四智
慧工厂、运行中心，并与提案承办部门协商座

谈。记者从活动中获悉，截至目前，上海已成
功创建首批 8个低碳发展示范区和两批共

20个低碳社区，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倡导绿色

低碳理念，低碳示范引领作用逐步显现。
近年来，上海扎实推进能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持续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

能源结构，深入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积极
开展绿色低碳循环试点示范，着力提升碳汇能

力，连续三个“五年”完成国家下达目标，去年全

市万元 GDP能耗约为 0.31吨标准煤，在全
国排名第二。绿色生态空间建设力度持续加

大，外环生态专项工程全面建成，黄浦江两岸
45公里公共空间基本贯通开放，7个郊野公

园先后建成开放，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8.5平方米，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18.5%。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今天

是世界环境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发布《2020上海市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申城环境空气六项指标实
测浓度首次全面达标，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AQI）优良天数为 319天，
AQI优良率达 87.2%。

公报显示，全市生态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主要污染物浓度进

一步下降。环境空气六项指标实
测浓度首次全面达标。2020年，上

海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优
良天数为 319 天，AQI 优良率为

87.2%。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

度为 32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

（SO2）、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

氧化氮（NO2）年均浓度分别为 6、

41、37微克/立方米，均为有监测

记录以来最低值；臭氧浓度为 152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CO）浓度

为 1.1毫克/立方米。六项指标实
测浓度首次全面达到国家环境空

气质量二级标准 （其中 SO2、CO

持续达到一级标准，NO2 首次达
到二级标准）。2020年，全市道路

扬尘移动监测平均浓度为 109 微
克/立方米；各区道路扬尘移动监

测平均浓度范围在 100-123微克/

立方米之间。

酸雨污染总体呈下降趋势。

2020 年，全市降水 pH 平均值为
5.38，酸雨频率为 40.2%，较 2019

年下降 4.3个百分点。近 5年的监
测数据表明，上海市酸雨污染总体

呈下降趋势。

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
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保

持稳定。2020年，上海市地表水环
境质量较 2019年进一步改善。全

市主要河流的 259个考核断面中，
Ⅱ～Ⅲ类水质断面占 74.1%，Ⅳ类

断面占 24.7%，Ⅴ类断面占 1.2%，

无劣Ⅴ类断面。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总磷平均浓度均呈明显下降趋

势，2020 年分别为 4.1 毫克 /升、
0.51 毫克/升、0.159 毫克 /升，较

2019 年分别下降 6.8%、16.4%、
16.8%。上海市 4个在用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水质全部达标（达到或优
于Ⅲ类标准）。

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

定。2020年，上海市 13个国家级

地下水监测点中，水质为Ⅲ类、Ⅳ
类、Ⅴ类的数量分别为 6个、7个

和 2 个，分别占 46.1%、38.5%和
15.4%。上海地区地下水水质总体

保持稳定。
海洋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2020年，上海市 39个海洋环境质

量监测点位中，符合海水水质标准
第一类和第二类的监测点位占

15.2%，符合第三类和第四类的监
测点位占 15.2%，劣于第四类的监

测点位占 69.6%，长江河口水域水
质总体稳定。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较
好。2017 年至 2020 年上海市 76

个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基础点位

的例行监测结果表明，农用地土壤

环境质量总体较好。
声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

2020年，上海市 249个区域环境
噪声监测点位和 195 个道路交通

噪声监测点位监测结果表明，区域
环境噪声、道路交通噪声基本保持

稳定。

辐射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良好。
2020年，上海市辐射环境背景值

和辐射设施周边的辐射强度均处
于正常水平。

生态环境状况良好。2019年
上海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为

62.5，生态环境状况评价等级为
“良”，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样

性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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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百集融媒体产品

    愚园路，一条上海百年老路。

愚园路 1376 弄，亨昌里，一条新
式里弄。走到弄堂深处 34号，一

幢乳白色拱形门洞、黑色卵石镶
嵌外墙的假三层砖木结构小楼就

在眼前。1927年，中共中央早期机
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在这里创

刊，如今这里挂牌“长宁区革命文

物陈列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
央政治局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随

后，亨昌里 418号（今 34号）被租了
下来，作为《布尔塞维克》编辑部。

“住在这样一栋独门独栋的

新式里弄房子在当年是颇为阔绰
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张晓栋介

绍说，亨昌里由先施、永安两大公司
1925年合股兴建，供高级职员居

住。这里被租下后，底楼前客堂作会

客厅，后客堂是餐厅，家具布置十
分简朴。如今二楼还原了当时常驻

编辑部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只有
床、书桌、衣柜等简单的几样家具。

《布尔塞维克》是 24 开的刊
物，每期有不署名的社论，有署名

的论文，还有读者来信或追悼亡

者的文字。每星期天开编辑会议，

互相审查写好的文章，分配下期
的文章。编辑部可谓阵容庞大，有

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罗亦农、
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等 26人。

白色恐怖下，《布尔塞维克》
一直秘密出版发行，阐明党的路

线、方针与政策，及时提出党的革

命任务与斗争策略，在土地革命
时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

内容让身处水深火热的人们看到
了希望的曙光，明确了前进的动

力和方向。
事实上，这栋小楼不仅是编

辑部，也是当时党中央领导活动
的主要场所。1927年 10月下旬，

陈独秀在此住了三天，与瞿秋白
秘密交谈。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

常委罗亦农也住在编辑部。1928

年 4月罗亦农被捕，他坚贞不屈，
未吐一字，英勇就义。编辑部机关

安然无恙，保证了党刊继续出版。
1928年 12月，编辑部迁往他

处，在亨昌里的一年多时间里出版

了 31期刊物。

本报记者 李若楠 陈炅玮 刘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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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里点亮“暗夜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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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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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世界环境日

去年申城空气质量优良 天
六项指标实测浓度首次全面达标 PM2.5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低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姚丽萍）申城实施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将满两年，日前，在沪全
国人大代表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专题调研。
2019年 7月 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实施。来自市人大城建环保委的信
息显示，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成效初步显现，

居民源头分类正确分类率达到 95%以上，

居民区和单位分类达标率双双达到95%。
2020年垃圾分类实效综合测评结果显

示，居住区和单位平均得分均保持在较好水
平。同时，分类实效实现“三增一减”：2020年，

可回收物回收量 6375吨/日，同比增长 57.5%；

湿垃圾分出量 9504吨/日，同比增长 27.5%，干
垃圾处置量 14194吨/日，同比下降 20％；有害

垃圾分类量 2.47吨/日，同比增加 3倍。
与此同时，申城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

基本建成。全市已完成 2.1万余个垃圾分类
投放点规范化改造和 4.1万余只道路废物

箱标识更新，规范配置湿垃圾车 1773辆、干

垃圾车 3287辆、有害垃圾车 119辆、可回收
物回收车 364辆。全市建成可回收物回收服
务点 1.5万余个、中转站 201个、集散场 10

个,可回收物“点、站、场”体系初步形成。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将满两年

居民垃圾分类正确率逾95%
已创建8个低碳发展示范区

和20个低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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