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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屠瑜）日前，长

宁区人社局创新举措，采用“数据比

对、视频核验、远程受理”方式，在全

市率先试点人才引进落户审批全程

网办，做到人才引进落户“一次也不

跑”和“不见面办理”。

据介绍，原先的现场受理方式

需要申办单位办事人员前往窗口递

交材料，从排队到受理完成，往往需

要半天时间，一旦材料需要修改完

善，则需要几天甚至更长时间。采

取视频核验的方式后，从目前试点

情况看，整个受理过程均控制在15

分钟以内，受理时间大大缩短。该

模式有效整合数据应用，提升人才

引进落户办理的安全性。按数字化

转型要求，充分利用教育、公安、社

保、税务等现有系统的数据，整合形

成完整闭环的数据链，用相互联通

的数据核验替代原先的书面纸质核

验，大大提升了现有数据系统的应

用效能。同时，采用视频核验方式，

将整个过程全程录制，做到受理过

程全程溯源，并可长期保存，反复查

询，提高了整个审批工作的安全性。

区人社局在春秋航空、泰盛纸

业等8家单位中进行了初步试点，

为17名人才办理了人才引进和居

转户的全程网办手续，目前市人社

局已完成了最终审批。

昨天是《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下简称《条例》）施行三周年的日
子。三年来，上海的垃圾分类成效

如何？疫情期间按下“暂停键”，如

今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已满月，

垃圾分类应怎样重启？……在本市

日前召开垃圾分类实施三周年研讨

会上，记者获悉目前全市已有98.4%

的小区（村）基本恢复垃圾分类投放。

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垃圾分类实施三年，取得了怎

样的成效？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

管理处处长徐志平披露，2019年7

月至2022年5月，相较《条例》实施

前的2019年上半年，可回收物回收

量6141吨/日，增长1.3倍；湿垃圾

分出量9446吨/日，增长72.9%；有

害垃圾分出量2吨/日，增长13.9倍；

干垃圾处置量14787吨/日，下降

27.8%。目前，湿垃圾分出量基本

稳定在干湿垃圾总量约40%，人均

生活垃圾（仅包含干垃圾和湿垃圾）
基本稳定在1.05kg/日。

在源头投放环节，全市已完成

分类投放点规范化改造2.1万余个，

道路废物箱投放口二次升级改造近

2.2万组。规范配置湿垃圾车1706

辆、干垃圾车3296辆，有害垃圾车

116辆、可回收物回收车364辆。老

港湿垃圾二期、金山焚烧二期、奉贤

焚烧二期等末端设施建成投产，全

市湿垃圾资源利用和干垃圾焚烧处

理能力达到3.1万吨/日，实现原生

生活垃圾零填埋。

“分”不是目的，分出来的垃圾

如何资源化利用才是最终目的。目

前，上海已建成可回收物回收服务

点1.5万余个、中转站198个、集散场

15个，可回收物“点、站、场”体系基

本形成。各区制定落实可回收物补

贴政策，推进餐厨类湿垃圾资源化

产品、土壤调理剂产品推广应用。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达到40%。

本轮疫情暴发前，上海居民区

和单位分类达标率约为95%，约

14.32万市民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满

意度评价，98%以上市民表示满意。

社区垃圾分类恢复快
疫情期间，上海人的正常生活

被打乱，足不出户也造成垃圾无法

正常投放。但很多居民仍在家庭中

进行着垃圾分类。6月1日全面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后，仅不到一

周，全市社区的垃圾分类迅速恢复。

“疫情期间，物业和小区‘同频

共振’，和居民同吃同住同采购，相

处得非常好。这也导致6月1日前，

街道要求小区进行大扫除，不管是

商品房小区还是老小区，物业和居

民都主动表示会去打理。”静安区石

门二路街道华沁居委会辖区内，有

4个商品房小区和2个老城厢，党总

支书记王爱英说，借着疫情期间发

展起来的“熟人社会”模式、物业与

居民间培养出的“战友情”以及强大

的志愿者力量，6月1日后很快就恢

复了垃圾分类。黄浦区绿化市容局

副局长姜欣则表示，区内所有街道

目前都已经恢复了常态化垃圾分类

管控措施。

相关部门统计显示，全市1.3万

余个小区中，目前已有98.4%的小

区（村）基本恢复垃圾分类投放。甚

至，不少市民将“垃圾分类”与“如常

的生活”联系起来，认为垃圾分类

了，正常的生活就真正回来了。

未来加强资源化利用
徐志平认为，垃圾分类工作目

前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小包

垃圾、作业扰民等问题依然存在，公

共场所分类质量仍不稳定，流动人

群分类意愿需要补强。同时，可回

收物资源化利用水平有待提高，湿

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仍需提升。此

外，在源头减量方面，“光盘行动”实

效有待提升，部分电商平台商品仍

存在过度包装现象，生产环节的源

头减量措施不多。与会不少专家还

认为，垃圾分类对上海实现“双碳”

目标，有着重大的意义。

“垃圾分类三年来，垃圾的组分

在变化，垃圾分类的体系也是不可

逆的，市民的投放、消费、生活行为

也在改变，城市的环境面貌和治理

能力也在改变。”市绿化市容局副局

长唐家富说，“虽然疫情为垃圾分类

按下了‘暂停键’，但疫情造就的‘熟

人社会’也对垃圾分类快速回到原

来水平有积极影响。下一步，上海

要着重探索提升垃圾资源化利用

率、增加源头减量等问题。”

本报记者 金旻矣

98.4%小区恢复垃圾分类投放
本轮疫情后回归“如常生活”三年来上海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0%

问：有的人被蚊子
叮咬后，可能就起一个
小红包，而有的人被叮
咬后，就会变得惨不忍
睹。蚊子包越大，蚊子
毒性越强吗？
答：被蚊子叮咬

后，身上的蚊子包大小

与个人的免疫系统机

制有密切关联，与蚊子

毒性无关。

人类对蚊子叮咬

反应的过程，是一个变

态反应的过程。蚊虫

叮咬的反应，一般分为

局部反应和全身反

应。而典型反应就是

局部反应——通常即

刻出现的风团皮疹伴

红肿痒，叮咬后20分钟

时表现最为明显。

局部反应一般具

有以下特点：从未接触

过某种蚊虫的人，并

不会对此类蚊虫的

首次叮咬产生反应，

而随后的再次被叮

咬，会导致迟发性局

部皮肤反应，将即刻

产生风团。

这类局部反应属

于Ⅰ型变态反应（又称速发型变态
反应），发生比较迅速，人体的反应
比较剧烈。不过，被同一种蚊虫反

复叮咬的人，其即刻反应最终也会

消失。所以成人被蚊虫叮咬的局

部反应就没有儿童那么剧烈，因为

成人都是被蚊虫“咬大”的。

此外，蚊子包的大小和被叮咬

部位也有关系。眼睑、口唇、手背等

疏松结缔组织部位，被叮咬后容易

出现水肿，蚊子包也会显得比较大。

医|生|提|醒

被蚊子叮咬后，不要拼命挠，

搔抓会给局部皮肤施加机械压力，

同时也会让血流速度加快，这些都

会加重炎症反应，导致蚊子包可能

变得更大。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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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率先试点采用“数据比对、视频核验、远程受理”方式

人才引进落户全程网办

“来往荷香里，竹中惟一凉。”

最近申城荷花盛开，在今年500岁

的古猗园里，荷花睡莲也在7月进

入了最佳观赏期（左图）。清丽荷
花与园林景致相互映衬，宛若一幅

古色古香的书画，为人呈上视觉清

凉盛宴。

进入7月，沪上各大公园的荷

花都慢慢进入了盛花期。大宁公园

有约一万平方米的水域种植荷花，

醉白池的荷塘被纳入松江老十二

景，杨浦公园荷塘内幸运地开出了

一朵并蒂莲，此外上海植物园、顾村

公园、鲁迅公园等处的荷花也各有

特色。

本报记者 周馨 金旻矣 摄影报道

古猗园500岁
荷香阵阵庆生

上海浦东川沙有两只国宝级的

水生野生动物——“鼋”，被称为“浦

东鼋”。2018年5月，上海市渔政部

门查获两只类似鼋的动物。经鉴

定，确实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鼋，两

只鼋伤病缠身，奄奄一息。浦东“阿

顺特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

拯救病鼋行动。鼋的外形很像鳖，

动作也敏捷，一有动静，很快就会钻

到沙土里或水中躲藏。所以平时人

们很难看见它。四年来，为了查看

它们的生长情况，只从水中捉起来

一次。这次，上海市渔政部门安排

了先进仪器，专门为两只“浦东鼋”

做全面体检。

鼋是现存最古老的爬行动物，

有两亿年历史，现已被列为世界濒

危 物 种 。

据统计，全

国登记在

册的野生

鼋只有 15

只，其中两

只就在浦

东川沙。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给活化石“浦东鼋”做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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