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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街”何以降噪不降温？
潘高峰

新民眼
    上海闵行虹桥镇有一条“老外
街”， 因为在沪上首创了把十几个
国度的风味餐馆浓缩于一街的经
营模式， 受到消费者尤其是外籍
人士的追捧，成为远近闻名的“网
红街”。

人红是非多， 街红了也有烦
恼。“老外街”最大的烦恼是噪声扰
民。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这其实
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老外街”

的平衡尤其难把握：管松了，老百
姓投诉报警不绝于耳； 管严了，夜
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甚至影响营商
环境。

但这里的管理者还是做到了。

今年 4月以来，“老外街”噪声扰民
警情比 2019年下降了 76%；今年
6月以来， 环比又下降了约 50%。

尤其可贵的是，噪声降了，活力未

降，这条街依然人气十足，灯火璀
璨。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道理还是那句话：超大
城市的治理， 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让我们来看看这条街的管理者是
如何“绣花”的。

首先，闵行公安分局虹桥派出
所联合街道等部门，对老外街重点
商户安装了噪声监控点和分贝指
示牌，并与派出所联网，实现实时
监管，“看得见、管得动、说得着”。

我们都知道，噪声扰民管理的
最大难点，其实就是口说无凭。 报
警投诉时噪声震天，警察上门时偃
旗息鼓。 有时一晚上报警电话不
停，民警来回奔波，问题还是没得
到解决。 通过技术手段，破解管理
“痛点”，这是“老外街”祭出的“第
一招”。

除了高科技，也有“笨办法”。

警方每晚 7时至凌晨 3时，增派 3

名民警与辅警在“老外街”上不间

断巡逻； 遇到重大体育赛事时，再
增加 6名警力加强现场管理。这样
不仅增加了整条街的见警率和安
全感，也可以对噪声扰民警情快速
反应、迅速查清，该提醒提醒，该处
罚处罚。

当然，处罚只是治标。 派出所
还联合镇城运中心、综治办等相关
部门，对“老外街”噪声扰民的重点
单位开展“一对一”专项治理：取消
外设大功率音箱，将商户大门和窗
户更换为隔音玻璃，对露天饮酒场
所安装帐篷防噪……

警方还与“老外街”物业建立
了联动机制，明确民警处理噪声扰
民警情时，物业负责人必须第一时
间到场共同处置，由物业负责督促
后续整改并及时反馈。

看得出，这一条条措施都很精
细，也很精准，针对性极强。 这一
切，与管理部门事先对“老外街”商
户及周边小区 216户居民的走访

调研分不开。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既赢得百姓支持拥护，也没有影响
商户正常经营。

“老外街”降噪不降温的背后，

既有治理方式的启示，也有治理理
念的思考。 很多时候，“老大难”问
题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关键在于有
没有用心。

同样以噪声扰民为例，静安区
的大沽路也曾遇到类似的困境。当
时，一天最多被投诉上百次的大沽
路夜市， 在周边居民的民意汹涌
下，一度走到“生死边缘”，面临被
取缔的危险。 关键时刻，在街道的
引导下， 大沽路上的 74 家商户
“抱团”自救，通过成立“自治委员
会”，制定公约自我管理，在不扰民
和烟火气之间找到了平衡。

又比如广场舞扰民，也是社区
治理的“老大难”问题。但最近央视
新闻报道了一条有意思的新闻：上
海闵行区在市民集中的文化广场

等公共场所安装了采用“定向声技
术”的新型智慧广场舞系统，解决
了中老年人在锻炼过程中对周边
居民小区产生的噪声扰民问题。

所谓“定向声技术”，就是当广
场舞者站在音箱正前方 30 度夹
角内时，音乐的声音较强，舞曲节
奏较为清晰。但当舞者向音箱两侧
移动时，音量则随角度扩大快速递
减，在离开一定距离后音乐节奏几
乎无法听清，避免了对周边居民小
区产生噪声侵扰。

当然， 这种技术究竟效果如
何， 能否真正根治广场舞扰民顽
疾，还有待时间检验。 但这背后穷
尽一切办法破解治理难题的精神，

是值得点赞的。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说过一
句话，得到广泛认可：坐在办公室
里都是问题， 走下去就都是办法。

“老外街”创新治理、破解难题的过
程，正是这句话的生动写照。

    “爱驻金山糯玉米项目发布会”近日在

上海公益新天地园举行。“爱驻金山糯玉
米”项目，由驻村干部牵头积极推广农业

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户通过劳动持续
增收，探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促进困

难农户走向共同富裕。“爱驻金山糯玉米”
志愿服务团将全程助力参与糯玉米种植、

收购、销售、分配等环节，保障“爱驻金山

糯玉米”项目顺利实施。上海仁德基金会
还设立了“爱驻金山”平安助农专项基金。

图为驻村指导员手捧着荆彩甜糯 11

号玉米种子。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会长陈靖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为本，站稳民间外交的人民立场；要

统筹民间外交资源，形成合力，更好地开展民
间外交。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一直高度重视同
外部世界的友好交往和联系。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

党的对外交往也在我国的总体外交工作中发

挥了独特的作用和贡献。

会上，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间外交
建设”和“新时代上海民间外交的再深化作用”，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长薛潮、上海社科院国际
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原 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

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汪均益、上海市外
商投资协会会长黄峰、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

长江波等嘉宾从寓所外交、教育交流、世博会、

中外合作扶贫等角度进行了精彩的交流发言。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昨日，全

国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启动。来自上海
的巴斯夫、科思创、施耐德、国基电子

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先拔头筹，一举签订了采购

宁夏 2022年-2026年连续 5年间、总计 15.3亿千
瓦时光伏电量的重磅订单，完成全国绿电交易开

市后的首批跨省跨区交易。
绿电交易是以风电、光伏等绿色电力产品为

标的物的中长期交易。与一般电力交易不同，绿
电交易后电能的环境价值同步完成交割，并提供

可溯源的绿电消费认证。

“在绿电交易市场机制下，这些企业不仅能确
保自 2022年起用上绿电，还能获得官方认证，进

而引领相关产业链的低碳转型。”上海电力交易
中心董事长王伟介绍说。

据悉，此次全国绿色电力交易市场上线，是在
国家发改委的指导推动下，国内电力行业助力“碳

达峰、碳中和”的一项实质性举措。
“试点开展绿电交易，既能充分发挥市场作

用，优化资源配置，激发供需双方潜力，加快绿色
能源发展，也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电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全社会形成主动消费绿色
电力的共识。”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周强指出，未

来绿色电力交易的不断扩大，将有助于上海碳排
放的进一步降低，从而推动城市绿色转型和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为期 6天

的 2021年服贸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
服贸会的参展参会企业数量和国际化

程度均超过上届水平，为各方提供了市场机遇和

发展红利，为世界经济贸易复苏增长注入更多信
心和动力。

本届服贸会突出展示了数字贸易、5G通信、
工业物联网、智慧办公、区块链创新等新业态新模

式，充分交流新理念、展示新服务、发布新成果。据
初步统计，截至昨日 16时,本届服贸会各类成果

1672个，其中，成交项目类 642个，投资类 223

个，协定协议类 200个，权威发布类 158个、联盟
平台类 46个、首发创新类 139个、评选推荐类

264个，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合作成果。
商务部服贸司二级巡视员王志华表示，下一

步，商务部将抓紧制定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
清单，并在全国范围推进实施。在全面深化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升级建设国家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支

持在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
对接先行先试，进一步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

“建党百年与民间外交研讨会”在上海举办

沪民间外交 为中国圈粉

传递爱的
玉米种子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
相亲在于心相通。作为中国
开埠最早的城市，上海具有
悠久的民间外交历史，在丰
富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
在中国对外交往过程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

眼下，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民间
外交既面临新机遇，也面临
新挑战。做好党领导下的新
时代“民心相通”建设，上海
有哪些经验，又将如何进一
步开拓创新？

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共同主办，上海民间外交
研究基地承办的“建党百
年与民间外交研讨会———
上海的实践与启示”5 日在
上海举办，聚焦上海的民间
外交实践，启示当下、展望
未来。

发挥独特作用

讲好中国故事
    与会嘉宾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党的对外交流、民间外交也进入了
新阶段。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
任小文认为，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

的故事，既要讲传统故事，更要讲新故事。
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朱国顺介绍了

新民晚报讲好中国共产党百年故事的新探索。
新民晚报与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合作，选择

“老外讲故事”的独特视角，历时半年精心制作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百集融媒体产品，
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中国百年巨变紧

紧结合在一起，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发展

变化的故事，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升

国际传播效能。这些故事在各主要网站的总点
击量达到 11.38亿次，境外点击量超过 1 亿

次，得到了各界高度评价。与此同时，“老外讲
故事”俱乐部的成立也让这些受访对象成为固

定、长期的中国故事的传播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杨洁勉在进行会议总结发言时指出，我们需

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上海优势，坚持
以人为本、统筹民间外交资源，着力培养青年

才俊，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上海故事，讲好个
人故事。

本报记者 齐旭 吴宇桢

上海摘首单绿电
交易

共享新机遇服务
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