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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今年底，本市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达43%，源头减量率将

达4%。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启动。

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

施。迄今，整体分类成效如下——

■ 生活垃圾分类实效保持稳定 湿垃圾

分出量基本稳定在干湿垃圾总量35%左右，

可回收物回收量基本稳定在日均7000吨左

右，有害垃圾分出量基本稳定在日均2吨左

右，生活垃圾“三增一减”趋于稳定。

■ 市民感受度和获得感持续提高 新民
晚报2022年下半年开展垃圾分类评价调查，有

10.98万人次市民参与，超过95%的居民认为垃

圾分类保持了良好态势，给予了五星好评。

■ 末端资源化处理能力稳步提升 全市

已建成焚烧厂15座，湿垃圾集中处理设施10

座，全市生活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源化利用

总能力超过3.6万吨/日，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达到42%，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目前，申城生活垃圾分类主要存在的问题：

■ 垃圾分类源头管理仍待加强 源头

分类实效还未达预期，小部分市民分类投放

习惯尚未养成、干湿混投现象有所回潮，小包

垃圾等不文明投放行为、居住区误时投放点

管理不善等问题时有发生。分类投放环境面

貌亟待提升，部分社区的分类投放点位的设

施设备配套仍有待优化，投放点周边环境质

量尚有提升空间。

■ 资源化利用水平仍待提升 湿垃圾

处理能力仍存在阶段性缺口；可回收物回收

体系韧性有待增强，市域范围内的可回收物

资源化利用渠道仍需补齐，回收主体企业集

聚度、规模化程度和服务意识有待加强。

■ 源头减量困境仍待突破 推动生产、

流通、消费等领域的源头减量工作仍有难题，

需探索破解之策，如商品过度包装现象、外卖

平台一次性餐具的供应选项设置和商家主动

提供的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等，整改落

实的力度还需加大。

为此，本市将创新突破，深化“上海模式”

资源利用水平。以贯彻落实《上海市浦东新

区固体废物资源化再利用若干规定》为契机，

推动浦东新区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技术或模式；健全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推动

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支持政策，提高可回收

物体系运营和管理水平，提高生活废弃物资

源利用水平，今年年底实现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率达到43%；整合各方资源，协同各相关部

门进一步落实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限制

使用一次性餐具、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等举措，

今年年底实现源头减量率达到4%。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情况怎么样？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昨启动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年底将达

本报讯 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领导小组会议昨天举行。市委书记、市推进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主

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

论述，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

的核心地位，以只争朝夕的使命感紧迫感，

抢抓全球科技发展先机，进一步深化改革、

深化布局，加快顶尖人才引进、加快产业生

态培育，奋力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

心建设取得新突破。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龚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进军，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上海

的重大使命。要提高政治站位，结合上海实

际，创造性地抓好推进落实，着力强化科技

创新策源功能，为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围绕创新链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探索

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路径。把握创新规律、

明确改革清单，抓好系统布局、供需对接、力

量组织、平台搭建，优化项目立项、组织管

理、评估评价、政策支撑，着力提升科技创新

质效。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不断优化战略布

局，深化研究与之匹配的人才集聚、机构设

置、投入机制、平台建设等，进一步明确攻坚

重点。强化顶尖人才支撑，更加注重青年人

才培养，加快造就一批战略人才力量。

会议指出，要着眼集聚、引领、带动，持续

优化产业生态。加快科技园能级提升，打造

世界一流孵化器，形成标杆性应用场景，更好

培育龙头企业和高增长企业。持续营造创新

氛围，推出更具影响力、更有显示度的创新创

业大赛。要大力推动三大先导产业重大项目

和改革任务落地，全面推进战略新兴产业体

系建设，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基础

研究支撑与科技成果转化，更好发挥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作用，深化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建设。各区各部门要树牢“大科技”理念

和“一盘棋”意识，不断提高抓落实的能力和

水平，更好更快推进科创中心建设任务落地

见效。

会议听取科创中心建设进展汇报，研究

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审议新一轮生物医药“上

海方案”。

市领导吴清、朱芝松、张为、陈金山、刘多

出席会议。

陈吉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总书记重要论述，抢抓全球科技发展先机

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全局核心地位
主持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会议，龚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电台重于生命！”铿锵有力的话语从中

共四大纪念馆小红花少年团讲解员王则尧和

青年演员杜延辉的口中一同说出，二人扮演

的则是不同人生阶段中的李白烈士。今天是

李白烈士牺牲74周年，上午，中共四大纪念

馆与李白烈士故居举办“电波不逝 信念永

存”系列纪念活动，青年演员和孩子们共同演

绎红色非遗舞台情景剧《电波中永生》。台

下，李白之孙李立立正捧着1957年经典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

和电影配乐剧本，准备捐赠给李白烈士故居。

“成为”李白，感受他的精神
“小红花”是中共四大纪念馆于2021年成

立的少年志愿者团队。此次活动中，“小红花”

少年们参与演绎了以李白烈士为人物原型的

原创非遗舞台情景剧《电波中永生》。饰演李白

的王则尧此前只在书上看到过李白烈士的简

介，如今自己演绎，才对他的牺牲奉献真正感同

身受：“对我来说这次表演就像是一堂课，教我

懂得信仰与忠诚是用生命与热血书写的。”

曾通过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饰演李

侠而拿下白玉兰奖的上海歌舞团演员王佳俊

也在现场同大家分享了演出过程中的感悟。

因为演绎这个角色，王佳俊也更坚定了对党的

信仰，在演出过程中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下午，上海歌舞团的艺术家们还将以“电

波不逝——从历史记忆到舞台艺术”为题，为

“李白”志愿者服务队、社区党员们上一堂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文艺党课。

追寻李白，铭记他的故事
今天的活动上，李白之孙李立立向李白

烈士故居捐赠三本《永不消逝的电波》剧本，成

了最受瞩目的环节。李白烈士故居馆长何瑛

透露，故居一直与李白后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李白烈士的文物发现工作也一直在持续

展开。这三本剧本，是近日李立立整理李白妻

子裘慧英遗物时新发现的，上面还留有剧组写

给裘慧英的“慧英同志指正”字样。“许多人了解

李白烈士的故事，都是从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开始的。”何瑛说，“这些文物的发现，填补

了我们有关这部电影的历史资料收藏。”

此外，中共一大纪念馆还把馆藏国家二

级文物“李白烈士修理发报机的工具箱”借给

中共四大纪念馆，进行为期2个月的展出。何

瑛表示：“中共四大纪念馆所在的虹口区，正是

李白烈士工作、生活的地方。能够在这里看

到李白烈士使用过的工具箱，别具意义。”

本次活动还同时在李白烈士故居、世纪

公园两个分会场开展。这两处分会场，一处

是李白烈士的生活地，一处是他的牺牲地。

从1983年找到李白烈士故居，与裘慧英、

李白之子李恒胜以及李立立成为挚友，到如

今，李白烈士故居名誉馆长吴德胜已经追寻

李白足迹整整40年。现场，他以《我与李白一

家三代缘》为题讲述了这段情缘：“从小时候看

过《永不消逝的电波》开始，我就成了一个‘追

星族’，只不过我追的这颗星，是革命烈士们

帽檐上的那颗红星。” 本报记者 吴旭颖

今天是李白烈士牺牲74周年，上海举办系列纪念活动

李白之孙李立立捐出
《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剧本

本报讯（记者 孙云）五一假期刚刚结

束，徐汇区又有大动作。“2023年徐汇区第

二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昨天举行，16

个重大项目现场集中签约，“徐汇人力资源

产业集聚区”“徐汇国际人才港”揭牌成立。

同一天，徐汇区政府与上海海关签署合作备

忘录，开启新一轮合作。

今年以来，徐汇招商引资保持积极向好

势头，重大投促活动、海外投资促进推介会成

效显著。继央企五矿落子徐汇，极氪、弘玑两

个亿元级项目签约后，昨天，徐汇区2023年第

二批16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涵盖人力资源

服务、元宇宙、绿色低碳、信息科技、生命健康、

智能网联等领域，中智股份、邦芒实业、芒啾网

络、乐卡本环保、驰骛科技、参天制药、上海森

那美等企业将与徐汇开展新一轮战略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签约仪式所在的徐汇万

科中心三期作为徐汇中城的门户地标，目前

已吸引包括小米、字节跳动、李锦记、育碧、

中智等行业领军企业入驻。据万科商置副

总经理、徐汇万科中心负责人陈丽琳介绍，

徐汇万科中心三期将于今年底竣工，未来将

着力构建上海徐汇POD、公园里的总部办

公群，重点聚焦数字经济、人力资源专业服

务、跨境电商等产业生态赋能集聚升级。

同时，“徐汇人力资源产业集聚区”“徐

汇国际人才港”昨天在徐汇万科中心正式揭

牌成立。

徐汇区 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新建成的

和平公园自然

中心近日起对

公众开放，吸

引市民前来参

观体验。这是

一个公益性实

验点，包括生

态展示馆、自

然教室2个场

馆，自然友好

生境区、低碳

堆肥区等室外

区域，以生物

多样性、低碳

和公共参与为

特色，成为家门口的

自然课堂与生态博物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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