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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 （记者 郭剑烽）《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施行三

年，成效十分显著——全市居民和

单位分类达标率均保持在95%以

上，目前，垃圾分类意识深入人心，

成为上海市民的自觉行为和文明

习惯。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奋进新

征程 建功新时代”党委系列生态

环境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市绿化市

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家富介

绍，《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

行以来，垃圾分类已成为引领低碳

生活的新时尚，归功于4个“坚

持”——

坚持党建引领，体制机制逐步

优化。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从原来

的单打独斗变成齐抓共管，市、区、

街镇各级垃圾分类联席会议制度

有效落实。

坚持精细化管理，基层治理实

践明显深化。由居民区党组织牵

头，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垃圾分

类已从社区治理难点，成为撬动社

区治理的有力支点。

坚持广泛发动，垃圾分类实效

得到固化。强化标志性区域及交

通枢纽、地铁站点等窗口区域垃圾

分类科普氛围营造，设立24个生

活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近80

万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

坚持系统治理，全程分类体系

实现强化。源头投放环节完成分

类投放点规范化改造，并实现道路

废物箱投放口升级改造。末端处

置环节完善“一主多点”，建成一批

全国领先的分类收运处置设施。

居民、单位达标率均超95%

奋进 新征程 建功 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徐翌

晟）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今天上午在新开馆的上

海通志展示馆宣布，上海

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

编纂任务完成，二轮志书

全部出版发行。

上海市第二轮新编

地方志书编纂工作（简称

二轮修志）从2010年初全

面启动，历时12年，至

2021年底全面完成。二

轮修志成果包括《上海市

志（1978—2010）》140部、

147册，上海市级专志54

部、55册，上海市区县志

24部、31册，共三个系列

218部、233册，约3.21亿

字，全面记载了上海自

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系统反

映了1978—2010年上海

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在三大系列中，《上

海市志（1978—2010）》是

主体，站位宏观视角，以

行业条线为纲，全面系统

反映1978—2010年上海

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是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33年

历史的“百科全书”，堪称

一部系统的“改革开放

志”。专志以系列形式列

入省（直辖市、自治区）修

志规划，是上海二轮修志

的一大亮点。区县志包括

首轮区县志续修志书和区

县行政区划撤并后的创修

志书两种形态，在全面记

述各区县行政区划发展

变迁的基础上着力反映

地方特色和发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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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水系

纵横、河网交错，全市河湖总数达

到4.7万个，总长超过3万公里，每

一平方公里区域就有4.8公里河

道。全市河湖水环境面貌实现了

根本好转。”市水务局（市海洋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阮仁良在发布会

上介绍说。

阮仁良表示，河湖水环境改善

主要依靠三方面措施。首先是河

湖长制责任体系全面建立。发挥

河湖长制治水“牛鼻子”作用，全市

设置市-区-街镇-村居四级河长，

6300余名河长对4.7万多个河湖管

理实现全覆盖。各区结合实际积

极探索了“河长+检察长”等新模

式，“河道督查队”“河小青”等志愿

者队伍持续壮大。

其次，水治理成效持续巩固。

扎实推进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苏

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四期工程、城乡

中小河道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治水

项目，全市累计整治了5000余条

黑臭河道、1.8万余个劣V类水

体。2021年，全市如期消除劣Ⅴ类

水体，优Ⅲ类水比例上升到80%以

上，水环境质量创有监测记录以来

最好水平。

同时，水环境品质不断提升。

加快从原来的“治差水”向“保好

水”转变，从污染防治向生态综合

治理转变，从单一河道治理向区域

集中连片治理转变。实现河湖水

系治理、水土流失防治、面源污染

治理、生态修复、人居环境改善和

乡村振兴同步实施。

河湖
水环境 优Ⅲ类水占比增至80%以上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发布

会上，市农业农村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夏明林表示，上海乡村环境和

村容村貌持续优化，农民的生产生

活条件和质量进一步改善。周末

假期，城里年轻人、小朋友也越来

越乐意到郊区去走一走，看一看。

在化肥、农药减量方面，以三

年环保行动为抓手，通过种植业结

构调整、有机肥推广、绿色防控技

术应用等措施，种植业面源污染治

理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21年底，

化肥和化学农药使用量分别为

6.59万吨和0.24万吨，比“十三五”

初期分别下降38.41%和51.02%。

在养殖业污染治理方面，根据

畜牧养殖场的不同情况，分类推动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无害化处

理、资源化利用或达标排放，目前

本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名列全

国前茅。

在农业废弃物利用方面，率先

推出了鼓励秸秆综合利用的支持

政策，并已连续实施12年，全市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8%；同

时，加大农膜、地膜、农药包装废弃

物收集利用体系建设。各类农业废

弃物综合利用比例均居全国前列。

乡村
生态 城里人越来越爱到郊区走走

浦东全面启动“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治

“风暴眼”过后，“物管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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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城中村外来人口

多、流动性大、居住环境脏乱差，曾经是疫情中

的“风暴眼”。昨天，浦东全面启动“五违四必”

环境综合整治，以北蔡等城中村违建整治为起

点，到2024年6月底，浦东将“整理”“管理”“治

理”三管齐下，提升浦东新区城市面貌。

城中村试点“物管家”
北蔡，曾经的“风暴眼”之一。昨天，记者

来到“风暴眼”中的“风暴眼”——联勤村。惊

涛骇浪过后，这里已经风平浪静，而且有了新

变化。在联勤村村口有了统一出入口，专人值

守。和市区的居民小区一样，停车管理、保洁、

绿化养护、设施维修等有了物业管理……

“村里人口倒挂严重，3600名常住人口

中，本村村民仅800人，外来人员高达约2800

人，给管理带来很大难题。”北蔡镇镇长尚怿介

绍，这次北蔡9个城中村先拔掉5个。对于不

能马上进入“拔点”的村则通过物业化管理，提

升农村的居住环境，把散落在条线和村里的资

源整合在一起，由国有物业公司托底管理。比

如，前段时间台风天，有居民家断电，过去只能

自行联系电力公司，现在由物业公司统一为村

民提供服务。

联勤村的“物管家”，是浦东“城中村”物业

化管理的试点村，目前各项工作正紧锣密鼓有

序推进中。下一步，北蔡镇将进一步深化“物

管家”模式，形成村委会、村民大会和物业公司

“三驾马车”同向发力、同轴运转的一体化管理

模式。

“五大整治”百日攻坚
“今年6月初，疫情稳定后，浦东马上启动

城中村改造，力争通过项目征收带动一批、综

合整治改造一批、管理优化提升一批，切实解

决城中村管理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浦

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浦东新区“五违”办

常务副主任袁星超介绍，由区“五违”办牵头，

联合相关部门，重点围绕户籍管理、拆违、群租

整治、环境治理等方面，对疫情高发的“城中

村”开展“五违四必”专项整治百日攻坚。

围绕城中村拔点改造任务，浦东新区坚持

整治中拆违为先，拔点中拆违靠前，坚决打好

“组合拳”“攻坚战”，推动“城中村”面貌向好

改变。随着“五大整治”行动全面推开，今年

以来，浦东新区无证建筑数据库内拆除销项量

为1005处、15.66万平方米；“城中村”百日攻

坚，已完成整治点位682处，面积66738.16平

方米。

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城中村违建整治，只是一个开场。本月到

2024年6月底，浦东新区将从“整理”“管理”

“治理”入手，全面推进“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完善长效管理机制，疏堵结合，不断巩

固环境综合整治成效。

其中，在建立“五违”数据库方面，对违法

建筑、违法用地、违规居住、环境综合等问题点

位开展全面排查、排摸，并确保动态更新，为后

期全面整治打牢基础。制定并实施农村自建

房出租管理的措施，充分发挥居村民自治管理

的作用，坚决防止“群租”由城市向农村传导。

部分租住需求怎么解决？浦东新区大力

推动职工宿舍、公寓等保障性住房供应，满足

对城市不同层次就业人员住房需求。还将在

产业、商业集聚、交通枢纽等区域，进一步加大

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力度，切实改善一线产业

工人、引进人才等目标群体阶段性住房困难。

浦东新区“五违”办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

开展为期2年的“五违四必”环境综合问题集

中整治行动，推动浦东新区城市面貌显著提

升，助力浦东引领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