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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喵星人”，情理法一个不能少
宋宁华

新民眼

    最近，“喵星人”频频出事。 有
网友爆料，松江某工地莫名出现几
十只被抛弃的流浪猫，有好几只猫
已经被车撞死，疑似猫贩子扔出的
重病猫，呼吁爱猫人伸出援手领养
它们。

前几天，上海浦东、虹口两个
小区接连发生疑似飞镖射猫事件，

让居民感到愤怒和不安。 猫咪的
食道被射穿等场景触目惊心；居
民们还担心万一误伤人， 后果不
堪设想。 浦东公安、虹口公安接到

报警后连夜开展排查， 已找到涉
事男子。 这些虐猫事件引发社会
热议，如何让流浪猫不陷入“隐秘
的角落”？

虐待流浪猫， 并非新话题，尽
管遭到口诛笔伐，为什么总有人对
无辜的“喵星人”下黑手？有的虐猫
者自称和家人吵架心情不好，有的
说流浪猫太多太吵影响到了自己，

有的人则不需要任何理由，纯粹因
为心理扭曲拿流浪猫开刀。这些人
想虐就虐，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现行法律对于虐猫并没有明确的
惩罚性规定。 流浪猫，从物权的角
度看，它没有主人，也就没有人对
其拥有所有权；同时，它们虽然散

养在公共场所，也不属于要被保护
的公共财产。虐猫行为是否仅是个
人行为、 有没有危害到公共秩序
……种种争议，让虐猫行为进入了
法律的灰色地带。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
表朱列玉第四次提交关于制定《反
虐待动物法》的议案，希望推动反
虐待动物法尽快出台。针对虐待动
物行为相关的施虐者、 传播者、模
仿者低龄化的趋势，全国人大代表
宁启水则建议将关爱动物主题的
生命教育纳入中小学教材。

无法可依，让流浪猫的保护陷
入尴尬。 目前，对虐猫者主要依靠
道德的谴责， 缺少强制的惩戒措

施。 有人建议，可以将虐猫者的恶
行证据固定下来、 纳入诚信记录；

或者借鉴国外经验，强制其社区服
务时间，不妨让他们体验一下“铲
屎官”的辛劳，以后不敢轻易再伸
出魔手。

在现实生活中，围绕流浪猫的
去留，仍存在争议，这也是一些虐
猫事件发生的导火索。 有的小区
因为流浪猫繁殖过快， 影响了居
民生活、 小区环境， 甚至引发了
“喂猫之争”、邻里间的冲突。 如何
让流浪猫和社区居民和平共处？

在浦东南码头路街道东方城市花
园二期居民区， 以党总支牵头的
TNR（捕捉、绝育、放回）项目正在

破解小区管理的这一共性问题。

在这个小区， 人们经常能看到被
剪耳的流浪猫穿梭在小区里，它
们偶尔会和居民亲近嬉戏。 这些
耳朵上被剪掉一小块的流浪猫是
做过绝育、免疫、驱虫后放归小区
的，大家可以适度亲近。 流浪猫被
“剪耳” 是被救助后的国际惯例做
法， 而这一场景也是 TNR项目实
施后呈现在居民眼前的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的一幕。

圣雄甘地曾表示， 一个民族
的文明程度和道德进步水平，可用
其对待动物的态度来衡量。 在中
国，守护好小小“喵星人”的栖居，

情、理、法，一个也不能少。

    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如何

构建安全、连续、品质的慢行交通
系统？如何做好轨道交通站点与周

边慢行交通的有效衔接？昨天，《上
海市慢行交通规划设计导则》发

布，从构建连续完整的慢行网络、
构筑复合立体的慢行系统、打造便

捷高效的接驳系统、慢行设计精细

提升、慢行系统品质创新、塑造品
质特色的慢行新地标六方面，对上

海慢行交通规划的范围、规划和内
容上进行指导。

《导则》鼓励“窄马路、密路网”
的城市道路布局，通过新改建道

路增设慢行系统、开放利用公共
通道，打通路网断点瓶颈，形成多

层次、互联互通的全域慢行网络。
重点指导以交通功能为主的慢行

系统（包括市政道路、公共通道

等），但也兼顾了以游憩、健身为

主的绿道系统。同时，鼓励构筑复
合立体的慢行系统，在综合交通

枢纽、轨道交通站点、密集商办区
等地区进行综合立体开发，构建

高效连通和功能复合的全天候立
体慢行系统。

根据《导则》要求，在配套设施

基本成熟的中心城区，将打开封闭
的公共通道，注重滨水两岸的慢行

联系与沟通，建设宜人的滨水空
间；在轮渡码头周边，做好与公共

交通的慢行衔接，研究深化慢行越
江规划，充分发挥中心城等区域滨

水绿道、公园绿地的优势，利用此
类休闲空间的内部道路，加强其与

市政道路的紧密衔接，使其承担部
分通行功能。积极探索并建立“共

享街道”“分时步行街”等新型街

区，营造活力人文氛围，形成历史

人文魅力街区、邻里和谐安全街
区、功能复合活力街区等。

针对人口老龄化，市道运局提
出设计指引：一是精细化打造适老

化的平顺步行系统，交叉口或地块
出入口宜采用平坡或缓坡设计，方

便步行及轮椅车通行。二是公交站

台周边要特别关注坡道设计的人
性化，公交站台高度宜与公交车踏

板高度保持相对一致，方便轮椅车
上下公交车。三是人性化设置休憩

缓冲设施，二次过街安全岛位置留
出足够的等候缓冲空间并采取无

高差设计，在住宅区、菜场、公园等
老年人出行集中路段增设人行道

休息座椅。四是根据《上海市道路
人行天桥加装电梯导则》，立体过

街设施配套设置电梯。

上海慢行交通规划设计导则出炉
探索建立“共享街道”“分时步行街”等新型街区

    连日来，晴热高温天气给申城

供电带来一定压力。国网上海检修
公司作业人员冒着高温完成抢修任

务，确保申城供电安全。

图为国网上海检修公司输电带

电一班作业人员采取不停电带电作

业的方式更换 220千伏海园线两串
因雷击受损的合成绝缘子串

本报记者 孙中钦
通讯员 王谢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市第二批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警示教育大会昨天召开。市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绍良主持

会议并讲话。

于绍良指出，全市政法系统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严

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紧盯重点难

点，坚持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在深化
教育整顿中不断充盈新风正气。要紧

扣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政法铁军这条
主线，把从严管党治警贯穿教育整顿

始终，在学习教育上“求真”、查纠整
改上“动真”、建章立制上“较真”，筑

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坚决清除害群
之马，有效整治顽瘴痼疾，以标本兼

治的举措正风肃纪反腐强警。要压紧

压实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强大合力，
持续增强监督治理效能，把全面从

严管党治警不断引向深入。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刘学新在会上作廉政形势报告，
通报了近年来市政法系统违纪违法

案件，以案明纪、以案释法、以案促

改。刘学新指出，要充分认识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形

势，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
政治自觉，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警钟

长鸣。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
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

用，精准运用政策策略，助推全市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舒庆，市
高级法院院长刘晓云、市检察院检

察长张本才出席会议。

在教育整顿中充盈新风正气
    市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警示教育大会召开 于绍良讲话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在昨

天的上海市“质量月”启动仪式上，
上海市企业质量管理领域数字化转

型“十佳案例”发布，涉及城市地下
空间数字化质量管控体系、卫星总

装数字化精益生产、生活垃圾处理
智慧精准处理体系等。

通过聚焦质量管理数字化转

型，典型案例在产业发展、生活保
障及城市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实现了三方面转变。首先，质量
管理从“单点管理”转变为“全链推

进”。比如，国药控股上海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通过开展疫苗流通质量数
字化保障，以疫苗数字化全流程追

溯保障疫苗质量，保证从疫苗出厂
到个人接种的全程闭环，实现超过

3000万次疫苗的 16000 次配送任
务零差错，保障疫苗施打安全。

其次，质量管理从“被动应付”

转变为“主动引领”。例如，上海勘
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针

对地下空间开发风险事件频发、质

量控制难度大等问题，主动构建覆

盖全专业的城市地下空间数字化

质量管控体系，提升了地下空间施
工质量和风险管控能力。

最后，质量管理从“问题处理”
转变为“源头治理”。如上海城投环

境（集团）有限公司针对生活垃圾
分类质量把控难等问题，构建生活

垃圾智慧质量管理体系，对全市生
活垃圾分类动态进行“正向追踪”

与“逆向溯源”，并引入人工智能技
术对垃圾分类品质进行识别，提高

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能力。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昨天，

上海市“质量月”启动仪式暨上海
市政府质量奖二十年宣传活动启

动。《上海市质量状况白皮书
（2021 年）》发布，去年全市制造

业质量竞争力指数为 95.34，排全
国第一，高出全国总体水平 10 个

标准分以上。

去年，在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

测中，本市政务服务和养老服务质

量满意度均排名全国第一。建设工
程检测合格率为 99.97%，建设工

程质量事故上报零起。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AQI）优良率为 87.2%，环

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
度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低值。全市

145 个项目申报上海市重点产品

质量攻关成果，为企业共新增利润

26.22亿元。在 2020年国务院对省

级政府质量工作考核中再获 A等，
已连续第 5次获得 A等。

自 2001年上海市政府质量奖
设立以来，已建立“市长质量奖为

最高荣誉、质量金奖为各行业质量
标杆”的政府质量奖励制度，共有

190 个组织和 101 位个人获上海
市政府质量奖。

上海企业质量管理数字化转型十佳案例发布

疫苗更安全 垃圾分类更智慧

上海市“质量月”昨启动
去年全市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排全国第一

冒高温抢修 保供电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