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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卢湾
晏秋秋

新民随笔

    年 月  日/星期一 本版编辑/吴 健 本版视觉/竹建英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综合新闻

新征程 新奋斗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加快建设现代海

洋城市进程中，上海也在保护并修复海洋生

态。来自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的消

息显示，上海临港滨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将在今年9月底完工。

作为杭州湾北岸受损海岸带生态修复重

点项目之一，上海临港滨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被纳入《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的“海岸

带专项规划”，着力解决临港海岸带面临的三

重“危机”：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入侵；滨海湿

地生境退化；消浪坝损坏，导致滩势不稳定。

项目工程西起芦潮港水闸、东至南汇东

滩四期大堤，涉及岸线长17.05公里。工程

总体按“一带三点”布局，即总长17.05公里

生态廊道，以及港湾凹地生境修复段、南汇

嘴特色湿地保护修复段、侵蚀海滩保护修复

段三个节点。

项目建成后，将改善临港海岸带生态系统

质量、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生态减灾协同增效、

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并在临港新片区

形成一条高品质亲海岸线，与海堤内外的赤风

港湿地、滨海防护林带、观海公园组成上海临

港未来之城的滨海湿地生态廊道。

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是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上海市水务局介绍，此次修

复时，采取了互花米草治理、本土盐沼植被恢

复等多种形式。为进一步营造滨海海洋生物

生境，仅底栖生物增殖放流一项，就计划分批

次投放总量约40吨的底栖生物，包括在水上

已建成牡蛎礁体内投放约1.3亿个牡蛎苗和

4.6万个成体牡蛎。投放的斑尾刺虾虎鱼、金

钱鱼、暗纹东方鲀等水生鱼类，有1万余尾，缢

蛏、青蛤、沙蚕等底栖生物，有600公斤。

有关方面希望，通过投放本地鱼类和底

栖生物，进一步提升该区域生物资源底数，助

力优化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提高生物

多样性。

滨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预定于9月完工

临港将现 亲海岸线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日前，一批共

三个集装箱洋垃圾，在上海海关所属外

高桥港区海关的监管下，从上海外高桥

码头退运出境。这是今年以来上海海关

单次退运量最大的一批洋垃圾。记者了

解到，今年前五个月，上海海关清理退运洋

垃圾57票，890余吨。

自2021年1月1日起，我国禁止以任何

方式进口固体废物，禁止我国境外的固体

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我们对查发

的洋垃圾实施分类管理，按照‘应鉴快鉴、

应联快联、应移快移、应退快退’的原则，

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发现一批、处置一批。”

上海海关口岸监管处唐丹科长说。

洋垃圾退运处置涉及的环节众多，包

括现场查发、取样送检、固废鉴定、结果告

知、移交缉私、责令退运等；涉及的管理部

门也众多，包括生态环境、绿化和市容管

理、打私办等。上海海关建立多部门会商

机制，联合上港集团、马士基等港航单位，

出台对积极配合退运的企业给予费用减

免等鼓励措施，多方共同发力，确保退运

工作有序开展。唐丹表示：“下一步将重点

探索构建洋垃圾监管退运信息化系统，自

动集成多方数据和工作底账，持续为洋垃

圾监管处置工作赋能增效。”

前五个月上海海关
清退洋垃圾   余吨

“去年6月28日深夜11点，接到管理部门

打电话通知‘施工许可证’办好了，这从没见

过。我们很受感动，马上下载、打印，连夜起桩

施工……”谈到在建的78万平方米杨浦滨江

哔哩哔哩新世代产业园，上海幻岸彼成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勇感触良多，尤其对杨浦区建

筑业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高健打来的那个电

话印象深刻。

这是高健在产业园项目中首创的“将基坑

围护措施纳入‘桩基先行’范围”举措，已推广

到杨浦乃至全市重大项目建设中，能节省好几

个月的工期，真正让企业和项目获益，也难怪

高健能获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工

作者、上海市建筑许可指标优化营商环境“金

牌店小二”等诸多荣誉。

让“群众少跑腿”
优化营商环境常说一句话：“不见面、零跑

动、无纸化”，但在繁杂的工程建设领域，要做到

这三点并不容易，作为杨浦区建管委的“首席服

务员”，高健在2018年上海市开始推进优化营

商环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之初，就带

领大家研究操作路径，推进改革举措落地见

效。6年来，依托“一网通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管理系统，现已形成“一表申请、一口受理、一网

通办、限时完成、一次发证”的工作模式，推动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

为进一步提高办事便捷度，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高健团队探索建立“管理系

统+咨询电话+微信网络”的全流程线上咨询服

务工作机制。企业办事员只要在管理系统完

成项目信息报送或拨打过咨询电话，均纳入线

上咨询服务范围，无需再跑线下实体窗口，真

正实现“不见面、零跑动、无纸化”审批。2022

年共完成施工许可204张，截至今年4月底已

完成施工许可69张。

为了让“群众少跑腿”，高健添加了很多素

不相识的网友——很多企业在电话咨询时提

出要带纸质资料或图纸到窗口来咨询，高健总

是说“您加我微信，拍照片发我就行，不需要

跑”；企业在系统填报或操作中碰到问题，他总

说“您截屏发我看下”；问题咨询结束后，他照

旧是那句“有问题再随时联系我”。虽然这些

联系人往往到工程竣工都没和高健真正见过

面，却十分相信他，甚至会把在其他区碰到的

问题也拿来请教他，高健也“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还会主动提醒后面可能碰到的问题。

“盘”项目盘出成效
事不过夜是高健的作风。特别是疫情结

束后，企业都想争分夺秒，高健也筹划进一步

提高审批效率、压缩审批时间。他的抽屉里有

份重大工程和房地产投资项目清单，写着项目

的进度目标和前期手续办理情况。每周，他都

会抽空拿出清单，利用网上系统逐个对照，发

现有进度滞后时马上电话联系企业经办人，询

问存在的问题，设法提供解决路径或合理化建

议。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盘’项目，像盘文

玩一样，反复琢磨才能见到效果。”

2022年初，高健接到咨询电话，对方提出

能否将基坑围护桩纳入“桩基先行”范围，按照

当时的政策，这是不允许的，却引发了高健的

思考。经过调研，发现有这个需求的企业很普

遍，而且在基坑设计方案专家论证和施工图审

图基础上，这样操作的风险是可控的。所以，

当2022年6月推进重大工程加快开工时，高健

发现哔哩哔哩新世代产业园项目具备试点可

能时，便在项目办理规划方案阶段，提前介入、

主动对接，指导项目提前做好施工许可办理各

项准备工作。6月28日下午4时，项目取得规

划方案批复，高健全程跟踪，指导企业填报系

统、上传图纸、施工图审图，当晚11时就办妥

施工许可证。该项目也成为全市首个将基坑

围护措施纳入“桩基先行”范围的试点项目，工

期缩短两个月。目前，这一创新做法已在多个

重大项目推广，效益明显。

去年6月担任杨浦建管委“首席服务员”

后，高健又主动对接区投促办、区重大办、区房

管局，第一时间了解并跟踪重点招商引资企

业、重大工程和房地产投资项目，为数十家重

点企业提供相关服务。中建三局上海公司去

年迁入杨浦，其间，也感受到高健的用心服务，

党委副书记李作泉由衷称赞：“杨浦的营商环

境真好！政府的服务很贴心！我们要深耕杨

浦，在杨浦这片热土上不断发展壮大，为杨浦

四高城区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本报记者 孙云

这位“首席服务员”网友特别多
——记杨浦区建筑业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高健

上海有一座卢浦大桥，连接的，是

老卢湾区和浦东新区。  年前，卢湾

区从上海地图上消失。      ，这一

连串数字，从此进入历史的尘堆。

而时代的大背景，并不能完全取

代个人的小感受。有的时候，常会

回望。

卢湾是什么？

是瑞金二路上的公寓，是步高里

的早点铺，是“留改拆”的尚贤坊，是曾

经人流如织的“二百”，是胶卷时代的

“人民照相馆”，是尖头皮鞋的发源地

“奇美”，是老大昌和光明邨，是红房

子西餐厅，是张爱玲《多少恨》里的国

泰电影院，是置办“四件套”的“上海

床上用品商店”，是卖夹克衫的“开瑞

时光”，是中华第一钟表城“上海钟表

商店”……

卢湾，是一代人的白月光。

我接触过许多“老卢湾”，形成了

这样一种印象——  %以上的“老卢

湾”，讲朋友，讲情面，念旧。“老卢湾”

身上，有着享受精致生活的天然品位；

同时，他们又足够敬业，知道美好的生

活，需要努力打拼。

我觉得，卢湾品质归结起来，就是

八个字——“追求精致、打造精品”。

对别人，对自己，对工作，“老卢

湾”一向是精致的。这种精致，是一种

到位而不越位的呵护，是一种简约而

不简单的热心。

而“精品意识”，更让老卢湾不断

融合。新天地、田子坊、思南公馆，都

在这里。

对于黄浦、卢湾两区合并，不可否

认，有些人很惆怅。

要我说，惆怅，是不必惆怅的。曾

经，卢湾是上海的卢湾。现在，黄浦更

是上海的黄浦。

上世纪  年代末，在复兴中路茂

名南路路口，立着一块大广告牌，上面

的广告语是：太空时代喝果珍。

如今，中国成功发射的航天飞船

序列号，已经到了神舟十六。而我们，

却不喝果珍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想到果珍

时，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 高健（右二）走访项目工地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杨浦典型人物

本报讯（记者 吴旭颖）为期5天的第十

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

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闭幕。此次文博会，参

展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4000多个文化产业

投融资项目在现场展示与交易，项目总成交

34.2亿元，参与人次达400多万。

本届文博会总展览面积达12万平方米，

共有3596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参展，

比上届增加194家，第十四次实现全国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

上海展区位于文化产业综合馆B馆（12号

馆），展览面积450平方米。参展企业中，龙

头文化企业占比达到70%以上，新评选的第

十五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全部参展，包括

上海的世纪出版、米哈游、东方明珠新媒体3

家入选企业。参展产品及项目中，60%以上

为首次亮相。除主会场外，深圳市各区还设

立了64个分会场，共开展各类活动500多

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宣传部部长李书磊，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

委书记黄坤明出席文博会开馆活动并给予高

度肯定。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数字中国——AI

时代的文化创新”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全国

数字文化产业最新技术、创意和成果，充分展

现文化引领、数字赋能、科技支撑、融合创新

的文化产业发展新趋势。此外，“一带一路”

国际展区在保留线上展馆的基础上，恢复设

立线下展区。共有5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家

海外展商参展，10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5

万名海外采购商和专业观众线上线下观展、

采购。

第十九届深圳文博会昨闭幕
12万件产品亮相、400万人次参与

一带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