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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上海市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会

议昨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市总河长、市总林

长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按照市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部

署要求，切实增强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稳步提高河湖生态环境质

量，坚决守护超大城市绿色生态基底，加快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河长、市总林长

龚正主持会议。市领导诸葛宇杰、朱芝松、陈

金山、郭芳、肖贵玉、黄震出席。副市长彭沉

雷部署今年河湖长制林长制重点工作。

李强指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林长制，是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部署的重大改革举措，是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要深刻

把握水和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深

刻把握治水治林工作面临的形势挑战，深刻把

握城市治水治林的科学路径，深刻把握推行河

湖长制林长制的基本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更强烈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抓好河湖长制林长制的落地落实，加

快建设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

李强指出，要全面优化升级河湖长制，加

快建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健康美丽幸福

河湖。持续巩固水治理成效，下大力气抓好

村沟宅河的整治，着力解决好农业面源污染

问题，将河道整治延伸到“最后一公里”。全

力打好雨污混接改造收官战，加大巡查频次，

强化联合执法，坚决遏制污水乱排乱放回

潮。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长江生态环境警示片发现问题的整

改。全力提升水环境品质，系统性推进生态

清洁小流域建设，在规划设计、项目实施、资

源利用上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组合、叠加、集成

效应。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生态绿色滨水区，

推动“一江一河”公共空间功能提升、空间塑

造、生态修复、风貌保护，建设各具特色的滨

水亲水空间，让城市文脉与河滨风光彼此赋

能、交相辉映。切实守住水安全底线，集中力

量畅通水系，全面排查管线安全隐患，着力破

解城市内涝难题。

李强指出，要更好发挥林长制牵引作用，

大力推进林绿工作提质增效，使绿色成为城

市最动人的底色、最温暖的亮色。要造林增

绿，多种树、种好树。郊区要结合“五个新

城”、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尽最大可能成片

造林、连片增绿；中心城区要结合城市更新、

口袋公园建设，应绿尽绿、积小成片。要护

林保绿，守林有责、护林尽责。全面排查占

林占绿问题，坚决杜绝违规毁林占绿行为，

保护好名树古木，守护好城市记忆，留住老

百姓乡愁。要用林活绿，注重实效、生态惠

民。在开放共享上下功夫，把最美的绿色留

给老百姓。在打造特色上做文章，以“一街

一景”为目标，打造城市绿化景观精品，提升

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水平。在功能拓

展上求创新，积极探索“生态+”“公园+”模

式，通过生态与农业、旅游等跨界融合形成新

业态。

李强强调，要着力完善工作体系，把河湖

长制林长制抓实抓好抓出成效。各级领导干

部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主动巡河护林，以

“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各级河湖

长要履行好“巡、盯、管、督”职责，各区党政总

河长要靠前指挥，抓好辖区内重大治水规划、

重大问题协调、重大项目推进。各级林长要

扛起知林造林护林用林责任。健全考核体

系，完善督查机制，确保每条河流、每个湖泊、

每片森林绿地有人巡、有人管、有人治。强化

数字赋能，推进智慧治水治林，将河湖长制林

长制和“一网统管”相结合，不断提升河湖林

绿管理效能。大力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

的绿色价值观念和人人爱水节水护水、爱绿

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充分调动民间河湖长

林长的积极性，用好用足市场化治水护林的

专业力量，全社会共同参与，合力打造美丽河

湖、建设美好家园。

龚正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指出，要按照

市委部署，强化履职尽责，使各级河湖长、林

长更好担当作为。全力推动水环境质量持

续向好，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坚持水网、

绿网、路网、管网“四网统筹”，建管并举治污

水，统筹联动护好水。扎实推动绿色生态空

间增量提质，持续造绿、多元增绿、多效用

绿，实施“千园工程”，加快公园城市建设，推

进单位附属绿地开放，让更多绿色空间为市

民所用共享。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市河湖长

制、林长制成员单位和16个区设分会场。浦

东新区、青浦区重固镇和徐汇区护河志愿者

代表作交流发言。

李强：稳步提高河湖生态环境质量，坚决守护超大城市绿色生态基底

加快建设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
上海市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举行，龚正主持

本报讯 共享新城发展新机遇，共创

美好新未来。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潮

涌浦江 ·重大功能性事项导入新城发布活

动昨天在嘉定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发布导入“五个新城”的25个重大功能

性事项，涵盖市属国企、央企、民企、外企、

科研院所、要素平台、教育、文体旅等方面。

仪式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

介绍《关于推动向新城导入功能的实施方

案》。副市长彭沉雷主持活动。功能性机

构代表作视频演讲。

“五个新城”建设是上海承担国家战

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

全市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新城发力

的核心关键是功能的形成和集聚，通过向

新城导入功能专项工作，将吸引国内外各

类资源向新城集聚，推动新城集聚企业总

部、研发创新、要素平台、公共服务等功能，

进一步提升新城能级，彰显特色优势。

此次发布的《实施方案》明确，要主

动“导入一批”，结合国资国企战略性调

整、支持区域性科创中心建设以及优质

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等重大规划布局，

推动一批功能性机构将部分重要功能向

新城布局和集聚；加快“提升一批”，依托

已有合作基础，整合并提升功能性机构

已经在新城发展的项目和平台，逐步强

化其总部型、综合性功能；谋划“新建一

批”，立足新城功能定位和新城发展需

求，将一批新设高能级的企业总部、科创

等功能导入新城。《实施方案》还围绕导

入企业总部功能、强化研发创新功能、集

聚要素平台功能、提升公共服务功能四

方面，提出了导入的目标和相关任务。

随后，龚正一行来到位于嘉定新城的

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察看由科技部、

国家卫健委、中科院与上海市合作的首台

国产质子治疗示范装置，详细了解研制历

程、临床试验情况，并走进180度旋转束治

疗室察看。龚正对各相关方运用“政产学

研金服用”模式、十年磨一剑并取得重大突

破表示祝贺，鼓励秉持科学态度和创新精

神，持续探索质子装置的研制应用，确保临

床治疗安全，更好满足社会需求，造福更多

患者，并促进相关产业链实现更大发展。

个重大功能性事项
导入“五个新城”
龚正出席潮涌浦江相关发布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今天，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与全国各地抗战类纪念馆、

博物馆同步开展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5

周年仪式活动。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仪

式开始，社会各界代表在无名英雄纪念碑

前向抗战先烈敬献花篮，全体人员肃立默

哀，共同缅怀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英烈和

不幸遇难的同胞。

85年前的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

事变，全民族抗战就此拉开序幕，全体中

华儿女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用鲜血和生

命谱写了抵御外侮的壮丽篇章，取得了辉

煌的胜利。

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

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今天，由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专题展”（图片）

巡展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正式开展。多

个版本的《论持久战》、凝结毛泽东思想精

髓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李少言

版画《重建》等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14年

抗战史主线的典型文物集中亮相。展览自

今天起免费向观众开放，展期一个月。

上海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中，作为共产党的诞生地，上

海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

的历史性贡献。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是全国唯一反映两次淞沪战役和上海

14年抗战全过程的主题纪念馆，为首批

80家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之一，

是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上海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党史教育基地。此

次上海和北京两地合作办展，以物叙

史，以物证史，使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让

伟大抗战精神薪火相传。

此次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共展出

180余件/套抗战文物照片、60余幅珍贵历

史图片，通过“勇担历史重任 誓为民族先

锋”“秉持民族大义 坚持团结抗战”“制定

胜敌方略 引领抗战方向”“开辟敌后战

场 开展人民战争”“推进伟大工程 夺取

抗战胜利”五个部分，展现了抗战文物史

料背后蕴藏的动人故事、血写的抗争历史

和承载的伟大精神。

上午纪念仪式结束后，党史学习教育

“七七”专场学习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举行。同时，作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

发8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昨天下午，由上

海市宝山区台联会和上海市台协宝山区

工委会主办的“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

精神暨纪念抗日战争‘七七事变’85周年

视频连线演唱会活动”在淞沪馆举行。上

海和台北两地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唱

响《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送别》《杜

鹃花》《黄河颂》《长城谣》《松花江上》等抗

战歌曲，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前行力量。

红色血脉生生不息 抗战精神薪火相传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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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顶帐篷、一堆食物、亲朋好友、拥抱

自然。近期每逢周末，青浦、金山、崇明等
地方的河湖边、公园里，几乎只要有草的
地方就“长满”了帐篷。打开手机，朋友圈
里的人们不是在露营，就是在准备去露营
的路上。
露营的走红，源于人们放松身心、亲

近自然的现实需求。由于跨省游受到疫
情限制，本地露营活动受到不少年轻人以
及亲子家庭的青睐，由此产生了“露营+赏
花”“露营+房车”“露营+观萤火虫”等新模
式，为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并
带动了露天市集、休闲场所等新消费场景
的提升，相关产业链的从业者忙得不亦乐
乎。像在淀山湖畔的一个村庄，周末村里
几乎每一条路、村民宅前屋后全部停满来
自市区的自驾车。
露营“火”了，有人欢喜有人忧，各种

乱象也“浮出水面”：野餐之后满地狼藉，
垃圾乱扔、环境破坏、废弃物污染、践踏草
坪等乱象纷纷出现，一些露营地附近的村
民不堪其扰。即使是一些专用的露营营
地，由于没有考虑到火爆的市场需求，配
套的移动式卫浴设施数量有限，并不适合
大批量人群在目前这个季节入住，一些旅
行社原本准备推出的露营产品，因为近期
上海持续的高温而暂缓推出。
需求要满足，业态要发展，露营监管

“帐篷”也要扎好。不久前，浙江下发了
《关于完善露营旅游规范管理的意见》，要
求按照“定点”管理要求规范设置营地，对
非定点营地进行清理，杜绝市场主体和游客个人随
意私设。从上海的情况来看，2017年出台的《经营
性帐篷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虽然对帐篷营地的经
营基本条件、营地建设和游客的基本服务、特色服
务、配套服务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但这个规范只属于
旅游地方标准。从上海露营产业的发展以及规范引
导露营经济的层面来考虑，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强化
法治监管，推动蹿红的露营经济能够行稳致远。
一顶帐篷，可以撑起“诗与远方”,但帐篷绝非

“想搭就搭”，只有厘清露营业态发展“短板”和“痛
点”，让露营留下美好回忆，不留一片垃圾，才能更好
地推动“露营+”赋能申城旅游新业态。

露
营
﹃
火
﹄
了
，监
管
﹃
帐
篷
﹄
也
要
扎
好

方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