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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调整废物箱数量，打造精品示范居住区，建成示范性可回收物中转站……

垃圾分类“上海模式”打造 版

垃圾分类，今后怎么做？记者昨

天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为更好巩固

垃圾分类实效，上海将打造垃圾分类

“上海模式”2.0时代，包括优化调整废

物箱数量、打造精品示范居住区、完成

可回收物“沪尚回收”标识更新、建示

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等。

听取市民意见优化调整
最近，你回家时有没有被陌生人

询问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做得如何？这

就是第三方测评的暗访员。记者获

悉，本市将采用随机暗查的方式，定期

评估、定期通报，抓好居住区和各类单

位垃圾分类实效，发挥基层党组织核

心作用，并落实物业法定责任，确保垃

圾分类市民参与率、正确率、满意度维

持高位。

针对近期网友关注的部分区域道

路废物箱不足的问题，绿容局表示，日

常管理中确实发现部分区域存在道路

废物箱偏少现象，已制定《上海市道

路、公共广场等废物箱配置导则（2023

版）》，按照“与市民出行路径相匹配、

与人流密度相匹配、与精细化管理相

匹配”三个原则，动态优化调整全市废

物箱配置数量。

此外，部分市民反映居住区误时

投放点管理不善。绿容局表示，将以

市民需求为出发点，优化“一小区一方

案”，合理设置投放时段、按需配比投

放容器、加强投放点环境卫生管理、有

序安排驳运收运频次，改善投放环境。

打造“五个一批”示范亮点
今年垃圾分类的另一项重点工

作，是打造“五个一批”示范亮点——

第一，按照2022年新颁布的《垃圾

房技术要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

要求》和以往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管

理规范》等技术标准，推动一批老旧破

损、功能不健全的生活垃圾房提标改

造，打造一批标准化垃圾房。

第二，按照分类管理精细化、投放

环境精致化、科技赋能精良化、回收服

务精制化、特色亮点精品化的“五精”

标准，打造一批垃圾分类精品示范居

住区。

第三，按照“沪尚回收”可回收物

视觉标识，全面提升可回收物体系整

体形象，打造一批“一区一品”示范型

可回收物中转站。

第四，在五角场下沉式广场、上海

动物园等场所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试

点的基础上，鼓励各区结合区域风貌特

色，总结推广经验，打造一批各具特色

的精细化分类公共场所示范区域。

第五，整合全市垃圾分类收集、运

输、处理、资源化利用设施等科普资

源，融合运用3D云浏览等技术，打造

一批市民线上线下垃圾分类科普体验

线路。

提升资源化减量化水平
目前，上海生活垃圾已全量无害

化处理，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42%，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022

年初，本市规划新增7座湿垃圾集中处

理设施，其中4座已开工建设，进一步

补强湿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

今年，推进深度资源化。对标绿

色低碳、高效利用、资源循环等高质量

发展要求，上海将继续加强探索创

新。首先是开展湿垃圾有机质利用、

沼渣高值化转化等技术研究与应用。

强化资源化利用产品推广应用，通过

对湿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的安全性、稳

定性和累积效应进行监督评价，拓展湿

垃圾资源化产品在滩涂土壤改良、林

业、绿地等领域的推广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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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试，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或模式。

其次，促进全程减量化。积极倡

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理念。整合各

方资源，进一步落实旅游住宿业不主

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餐饮服务业限制

使用一次性餐具，快递、电商等行业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加大绿色包装推行

力度。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上海街头的废物

箱太少？近期，关于申城废物箱设置的讨论

频上热搜，市绿化部门也于近日做出回应，表

示将开展系统性排摸，优化调整废物箱数

量。记者从今天的垃圾分类通气会上获悉，

《上海市道路、公共广场等废物箱配置导则》

已进行了修订，更好地适应公共场所垃圾分

类实效提升的需要和市民的需求。

新版导则明确，道路废物箱应结合公交

站点设置，原则上每座公交站点应设置1处；

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附近50米以内，明显可

见位置应设置废物箱1处；人行横道线（人行

过街设施）出入口附近50米以内，以中环线

以内（含）、外作为划分区域，对照采用应设、

宜设要求，设置废物箱1处；公共广场应按照

每2000平方米设置1处；口袋公园、开放绿地

宜按照每1500平方米设置1处；旅游景区、商

业中心、特色商业街区等根据人流量配置适

宜数量的废物箱。

市质监中心副主任陈波表示，前期，针对

网友反映的情况，相关部门已进行了排摸和

专项检查，发现确实有些场所存在废物箱设

置过少的情况：“比如有条1100米的路，整个

路段上有2个公交车站、5个地铁出入口，但

只在公交站点设置了2个废物箱，根据市民

反馈确实不能满足投放要求。”

据悉，2019年上海全市有公共废物箱6.2

万个，2022年上半年，全市废物箱数量削减

到3.6万个，当年底又增加到3.8万个。近

日，针对网友热议的情况，市绿化市容局局

长邓建平曾回应，将按照三个原则、分三步

走的方式，动态优化调整全市废物箱的设

置，即“跟市民出行路径相匹配的原则”“跟

人流数量密度相匹配的原则”“跟精细化管理

相匹配的原则”。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加大

特色经营活动支持力度，推进包容

审慎执法和柔性执法……近日，上

海市城管执法局发布了《上海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从十个方面整体推进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

支持特色业态经营
据悉，此次《措施》是城管执法部

门优化营商环境的3.0版措施。2020

年5月，《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意

见》发布，2022年7月，《关于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经济加快恢复和

重振的若干措施》发布。《措施》主要

突出创新性、系统性和实效性，重点

围绕市场主体感受度来制定工作举

措，提升市场主体满意度。

《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明

确要加大特色经营活动支持力度。

特色经营活动主要指属地政府综合

考虑不妨碍通行、不危害公共安全、

同时居民也有需求等各方面因素，科

学划定区域，允许设摊经营；在符合

条件的区域内支持外摆位设置，也

支持夜市和步行街等新业态发展。

城管部门表示，已根据市委、市

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布局，会

同相关部门指导特色集市、疏导点、

外摆位等新业态经济形式设置，在

推动提升城市“烟火气”的同时，不

断创新监管方式，提高新业态经济

模式的治理水平，提升城市服务能

级。对于新业态经济形式的布局坚

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疏堵结合、分

类管理。不仅要支持属地政府科学

合理划定允许设置新业态经济形式

的区域，也要严格禁止无序设摊和擅

自跨门经营。目前，静安、黄浦、奉贤

等区城管执法部门都在支持特色经

营活动上做了不少有益尝试。

推进包容审慎执法
其次，《措施》明确，要推进包容

审慎执法和柔性执法，拓展轻微违

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能够免除或

者减轻处罚的，尽量免除或者减轻

处罚。探索开展说理式执法，广泛

运用教育、约谈等形式引导企业合

法经营。也就是说，在引导市政主

体合法经营的基础上，能不处罚就

不处罚，能减轻处罚就减轻处罚，尽

量减少处罚对市场主体带来的困

扰。

同时，《措施》强调，优化分级分

类“风险+信用”监管模式，对风险

低、信用好的市场主体，实行无事不

扰、有事服务的分级分类监管方

式。比如对建筑工地实施分级分类

监管，根据执法检查、执法办案、市

民投诉等情况，差异化设定风险

（高、中、低）等级管控规则，特别是

将市民重复投诉、不文明施工问题

突出的工地列为高风险对象，提高

巡查管控的频次和力度。

此外，《措施》内容还包括推进

“非现场执法”，利用监控探头、智慧

车巡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发现违法

行为进行提醒警告，必要时候予以

处罚，减少对市场主体的干扰；实施

重大案件报告备案制度，对处罚额

度大的案件，上级城管执法部门实

行提级审查；持续优化信用管理服

务机制，试行线上开具专用信用报

告，减轻市场主体开具证明负担，同

时畅通信用修复渠道；提升服务公

众数据治理能力，深化“随申码”应

用，实现电子证照信息共享和实时

调用，减少市场主体向城管执法部

门提交身份证、营业执照、行政许可

等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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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划定区域 允许设摊经营
市城管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措施3.0版

上海推行垃圾分类已近 年，在市民
共同努力下，垃圾分类已成为新时尚。去
年本市垃圾分类经受住了疫情防控的考

验，随后分类实效快速恢复，在国家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对全国垃圾分类  个重点城
市和超特大城市评价中始终保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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