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水域市容环境卫生新规 9月起施行，适用范围扩大

    绿植领养、DIY帆布包制作、投球游戏（垃

圾分类）、旧书回收、虚拟 AR主持人宣传低碳

知识……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上午，普陀区在上
海西站综合交通枢纽，举办主题为“绿色普陀，

低碳有我”的低碳日宣传活动。活动分主题演
讲、展板展示、互动游戏等多个环节进行，聚焦

“衣、食、住、行、用”5个方面，开展线下、线上广
泛宣传，推广低碳理念，引导市民开展低碳行

动，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不少家长带着小

朋友，前来现场共同参与活动。
据介绍，上海西站是集沪宁城际高速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公交为一体的全新现代化
交通枢纽，早在 2014年就建成了全国领先的绿

色低碳交通枢纽，以能源、环境、建筑为核心，采
用了包括中央空调系统节能、大空间气流组织、

光伏发电应用、自然采光、雨水资源利用等适宜
绿色技术，达到“节能减排、智能高效、环境舒

适”的目的。西站碳排放强度比普通交通枢纽减
少 30％。

有市民边看边表示，低碳生活并不难，少开
一小时冷气，少乘一次电梯，少抽一支烟，就能减

少碳排放。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张龙 摄影报道

低碳日，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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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日起，《上海市水域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市政府 50号
令发布，以下简称《规定》）将正式施

行。记者从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获悉，今后水域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的适用范围将扩大至城市和农村
水域全覆盖，全市水域将分四类进

行“分等级保洁”。

城乡水域全覆盖
《规定》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要

求，坚持“全覆盖、全流域、全过程”

管理，共包括 26条内容。《规定》将
现行“城镇、独立工业区、港区、风景

游览区”的适用范围予以扩大，明确
对城市、农村水域实行全覆盖管理。

同时，管理内容也进一步拓展，在环

境卫生管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容

方面的要求。

实践中，本市水域市容环境卫
生工作由绿化市容、水务部门共同

承担。黄浦江景观段、苏州河景观
段由市绿化市容部门负责。其他水

域除个别流经城区段的由区绿化
市容部门负责外，其余由水务部门

负责，且纳入河道养护管理工作范

围。
新规明确，市、区绿化市容部门

是本市水域市容环境卫生的主管部
门，水务部门负责将相关水域市容

环境卫生纳入河道养护管理工作。
今后，水域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有

关重大事项，将纳入“河长制”予以
统筹协调。

实行“分等级保洁”

在实践中，水域市容环境卫生
存在着一些短板，《规定》从三方面

完善了制度规范。首先，关于水域责
任区，明确码头、停靠船舶以及栈

桥、亲水平台等设施占用水域的责
任人，并要求相关部门对责任人建

档，摸清“家底”。

其次，关于水域保洁作业，将实
行“分等级保洁制度”，将水域划分

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类，并
对保洁范围和质量分别作出了规

定。“目前已设定一些具体目标，比
如，黄浦江景观水域属于特级水域，

要求 5000平方米范围中，看到的垃
圾量要小于 0.4平方米。而诸如镇

管水域的三级水域，每 5000平方米

中的垃圾量应不超过 1.6平方米。”
市市容环境卫生水上管理处处长邹

华表示。
据统计，2019年本市水生植物

打捞量为 15.5 万余吨，2020 年达
24.3万余吨，今年上半年则为 2.8

万余吨。关于水生植物的污染治理，

《新规》要求市绿化市容部门会同市
水务部门制定水生植物污染治理方

案，作业服务单位制定专项作业方
案，区绿化市容、水务部门和镇（乡）

政府加强组织和指导。

强化社会治理
《规定》还强化了社会治理，坚

持“共建共管、共治共享”理念。鼓励

水域责任人实行自我管理，并公开

选聘社会监督员，参与水域市容环
境卫生的监督。

此外，市区绿化市容、水务部门
应与长三角区域相关部门建立沟通

协调机制，推进长三角区域信息共
享、联勤联动的水域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体系。

目前，相关部门已制订《贯彻实
施〈上海市水域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规定〉工作任务分解表》，明确 15项
任务，其中 9项将于 9月 1日前完

成。此外，绿容局将会同市水务局制
订《上海市水域保洁区域的保洁等

级和具体范围》等 5件配套文件和
示范文本。

本报记者 金旻矣

黄浦江景观水域等列为特级保洁

    娱乐到底有没有底

线？ 究竟可以多低俗？最
近， 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油

头粉面的 “人类高质量男
性”， 称自己拥有高智商、

好身体、 留学经历及国外
工作经验， 重点还 “不差

钱”……以奇异的妆容、油

腻的语调， 以及不大协调
的搞笑动作，火爆一时。

因为人们的猎奇心
理， 所谓 “人类高质量男

性”的自嘲式卖萌、扮丑、

雷语， 的确吸引了不少粉

丝，并实现流量变现。他的
招牌动作连很多明星都争

相模仿。 这让人想到曾经
的芙蓉姐姐、凤姐，也是以

同款手段赚得盆满钵溢，

但留给互联网世界的却是

一片乌烟瘴气。

有凤姐们的前车之

鉴，对庸俗、低俗、媚俗的
内容， 各大平台本应有所

鉴别。但现实是，面对如此
“人类高质量男性”， 一些

商家平台不遗余力地蹭热
点，无视社会责任，忘记正

确的价值观， 选择了唯流量是从，

唯商业利益是从， 不仅竞相参与，

还因此和更多“扮丑网红”开展商
业合作，借此炒作，以期大赚特赚。

具有公共传播力的商家平台，

真可以无休止地蹭这种低俗的热
点吗？从长远角度考虑，真能给平

台带来利益和发展吗？互联网经济
需要健康发展，作为网络经济中的

一分子，各商家平台理应秉持健康
的财富伦理，只有合乎网络道德谋

发展，才可能有长远的利益。在日
常管理中平台理应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加强管理，对各种不健康的
扮丑现象，理应通过限制其流量变

现渠道，加以控制，且不可再主动
参与“蹭”流量。

作为一名网民， 也应该懂得
在各种各样潮水般的网络内容中

有所取舍。对有“三俗”特征的内
容，不仅不可给孩子们看，自己最

好率先垂范不看不转不关注。更
油腻、更猎奇、更招摇，更多人争

相效仿，更多平台加入进来，对如
此污染人们 “三观” 的互联网内

容，相关部门也该出手管一管了。

    连日来，金山区朱泾镇正依托

“紫金先声”党史讲师团，让老干
部、老模范、党员先锋、朱泾好人、

青年新秀、阳光少年等“六员”，以
剪纸、书画、故事、歌唱、舞蹈、影视

等“六艺”形式，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送进社区、村

埭、街区、公园、场馆，让红色薪火

照亮花海小镇。

“小骨干”与“老黄牛”

惺惺相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100 岁

的生日，我画了一个大大的蛋糕

献给我们的共产党。是不是很漂
亮？……”8月 20日，在临源居民

区的百岁亭，一场由蓬勃少年与社
区老党员两两组合的党史微宣讲

活动准时开讲。10岁的赵诗晗，落

落大方地站在前来观演的居民们

面前，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自己的创

作心得与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
祝愿，引来众人啧啧称赞。

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结合未
成年人暑期活动开展，进一步增强

辖区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情怀，朱泾
镇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阵地为

平台，面向 6-14岁青少年招募了

一批各具才艺的小小党史故事宣
讲员，如今，他们已然成为了“紫金

先声”宣讲团的“小骨干”。

同天，与赵诗晗同台亮相的，
是党龄超过 50 年的社区“老黄

牛”沈忠兵，他在寒冬里为小区扫
积雪、在防疫时彻夜值守、在他人

遇险时救人性命的故事让居民们
动容，也让小诗晗的心中泛起涟

漪，“习总书记说，雷锋精神是永

恒的，我想正是因为我们身边一
直有像沈爷爷一样的人，我要把

他写进我的作文里，让同学们一

起认识他。”

“毛头小子”与“大闺女”

能干能说
牡丹村的牡丹亭是今年村庄

改造新添的“村景”之一，农闲时村

民总爱三五成群地结伴前来纳凉。
39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林永强总能巧借村民闲暇时刻，在
牡丹亭来场“乡音土语”的“拉家

常”式宣讲，“五违四必整治、黑臭

河道整治、人居环境提升，牡丹村
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是党员群众共

同奋斗的成果……”从大国巨变讲
到乡村蝶变，从小幸福讲到新盼

头，村民们听得有滋有味。
村民们对这位去年 12月刚上

任的年轻人很信任。干了二十多年
村民小组长的干雪方说 :“原本想

‘毛头小子’会干啥？没想到半年多

就为村里建起了牡丹广场、健康步
道、综合服务点。党的政策好，选的

人也好。”

同样，在慧农村新建的老年
日托中心，35 岁的村党总支书记

陈霞赶在午餐前一个小时来陪老
人们聊天。她原是居民区书记，今

年下村，快速转变的不仅是从城
到乡的不同管理模式，更重要的

是沟通方式，她总结道：“村里和

小区不一样，以前和居民普通话
交流多，和村民必须用方言，还得

嗓门响，不然老人们听不清，无论
是解读政策还是宣讲精神，要化

繁为简说，接地气说。”慧农村万
年 4 组钱阿婆很喜欢这个“大嗓

门”的“大闺女”，“书记这种说法
我们听得懂，比听那些个‘条条框

框’有劲头！”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朱泾“紫金先声”宣讲品牌正在实
现“量”与“质”的双重提升，他们，

走出“熟人圈”，打破“宣讲圈”，喇
叭开启的地方就是宣讲台，驻足倾

听的人群就是朋友圈，流动课堂，
“花式”宣讲，让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热潮翻滚，
让党史学习教育在朱泾城乡持续

升温。

通讯员 殷洁如 本报记者 屠瑜

    让“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直达基层，沪郊
朱泾“紫金先声”宣讲“声”入人心

喇叭开启就是宣讲台
驻足人群就是朋友圈

■ 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虚拟 AR主持人宣传低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