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好“地基”
全面建设“无废城市”

■ 罗海林上午接听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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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礼尚路50号盒马生鲜超市的冷

柜压缩机每天24小时运转，震耳欲聋的噪声

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在生态环境部

门7次现场勘查、5次多方协调下，这个难题

终于得到解决。

记者了解到，被投诉的冷柜压缩机位于

礼尚路50号高逸尚城28号楼地下1层设备

间。此处为商住一体的公寓小区，楼上和周

边都住有居民。

“耳朵边‘嗡嗡嗡’的声响一刻不停，阿拉

都快神经衰弱了。”28号楼居民杨女士说，尤

其是晚上，自己根本没办法睡觉，每天只能戴

着耳塞入眠，居民几次投诉都没有结果。

今年3月以来，普陀区生态环境局陆续

收到国家信访局、上海市12345市民服务热

线等平台转来的关于此处冷柜压缩机扰民的

投诉20多件。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对冷柜压缩机固

定设备室内噪声排放做了监测。虽然监测结

果属于达标数值，但是凭借多年经验，执法人

员现场判断该冷柜压缩机依然存在因运行不

稳定而造成噪声超标扰民的隐患。

于是，执法人员立即联系超市及其总部

相关负责人，与小区开发商、投诉的居民一起

召开协调会，并在5次协调会后最终确定解

决方案：对冷柜压缩机进行降噪处理，在管

道、墙壁、地板加装减震器、减震垫；在屋顶、

地板、墙壁安装吸音板；管道用吸音棉包裹，

与墙体连接处再作减震处理。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为促成意见一致，他

们7次到现场勘查，完善整改方案。整改过

程中，他们也多次来到工地，追踪和督促工程

进度。目前，超市冷柜压缩机主体移机工程

已提前完工。记者在现场询问多位居民，他

们均表示噪声问题已解决。

本报记者 陆常青

西藏南路1170号丽园大厦的空调设备

噪声超标，经执法部门立案查处后，涉事企业

却未及时整改。为了解决“守法成本高、违法

成本低”的问题，黄浦区生态环境局对涉事企

业“按日计罚”，处以14万余元罚款，守住了

居民的“耳根清净”。

记者在现场看到，丽园大厦旁有一个3

层高的附属设备楼，原先中央空调机组被安

装在底层，楼顶是冷却塔。如今，前者已被搬

离，后者还未拆除，楼顶还留有声障屏。约

10米开外就是居民住宅区，有几幢居民楼一

推窗就能看到这些设备。

“居民反映，丽园大厦中央空调机组噪声

扰民。”黄浦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经办队员

张宜涛说，大厦经营管理方为上海一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经专业机构监测，这里的中央空

调设备边界噪声不符合《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2类区昼间标准限值，即昼间

排放超过60分贝。为此，执法部门下发责令

改正书，并罚款9600元。然而，过了15日复

查发现，丽园大厦经营管理方仍未整改，昼间

噪声复测依旧是62分贝。

对此，环境执法部门启动“按日计罚”程

序：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

罚办法》，按日连续处罚的计罚日数为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送达排污者之日的次日

起，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复查发现违法排放

污染物行为之日止；按日连续处罚每日的罚

款数额，为原处罚决定书确定的罚款数额。

按照按日连续处罚规则决定的罚款数额，为

原处罚决定书确定的罚款数额乘以计罚日

数。上述企业共被罚14.4万元。这是黄浦区

环境执法领域开出的首个“按日计罚”罚单。

据了解，在第三次监测中，丽园大厦的空

调设备噪声值为58分贝，不再超标。

本报记者 夏韵

7次现场勘查、5次多方协调锁定解决方案

超市冷柜压缩机终于安静了拒不整改？噪声“按日计罚”！
涉事企业15天被罚14.4万元

居民重获“耳根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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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局长接热线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罗海林谈生态之城“新蓝图”

持续守护蓝天白云
近段时间，申城的“水晶天”“火烧云”在

朋友圈屡屡刷屏，这一幕幕“高颜值”夏日美

景，正是上海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生动写照。

据罗海林介绍，2013年以来，上海已连

续实施两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环境空气质

量明显提升，蓝天白云渐成常态。以PM2.5

（细颗粒物）为例，年均浓度累计下降约

60%。但当前，空气质量改善的成效还不稳

固，与国际同类城市和广大市民期待还有差

距，特别是PM2.5和臭氧污染仍偶有发生，

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深入打好蓝天保

卫战。

为此，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上海市清

洁空气行动计划（2023—2025年）》（以下

简称《计划》），提出到2025年，主要大气污染

物减排完成国家要求，全面消除重污染天气，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0%以上，PM2.5

年均浓度稳定控制在30微克/立方米以下，

臭氧浓度增长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计划》涵盖能源、产业、交通、建设、农

业、社会生活和区域协作等七大类任务，包括

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提升交通绿色清洁水平、推动建设领域

绿色发展、深化农业污染综合防治、实施社会

面源深度治理、深化区域协作共商共治等具

体举措。

夯实基础启动建设
当前，上海正全面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固体

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罗海林表示，建设

“无废城市”，上海已具备坚实基础：生活垃圾

方面，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市民

分类习惯初步养成。2022年，主要垃圾类别

实现“三增一减”目标；原生生活垃圾基本实

现零填埋。危险废物方面，全市危险废物焚

烧能力达53.5万吨/年，较2020年增长32%。

医疗废物方面，建立了覆盖全市所有医疗卫

生机构的医疗废物收运处置体系。

今年4月，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启动后，

“8个区+1个管委会”已被纳入国家“十四五”

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出台了危险废物

豁免利用专项政策，已豁免利用备案总规模

达2.1万吨；推动临港新片区建设小微企业危

险废物集中收集平台。

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生活领

域，推进垃圾分类走向2.0时代，推动老港基

地等7座湿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工业领

域，推动产业绿色升级，实施落后产能调整项

目500项、完成清洁生产220家；建筑领域，推

动新建民用建筑按照绿色建筑基本级及以上

标准建设，符合条件的新建建筑原则上实施

装配式建筑；法治保

障方面，进一步听取

各方意见，力争今年底

前向市人大提交“无废城

市”建设条例立法草案。

此外，年底前建设一批高

质量“无废细胞”，营造浓

厚的“无废城市”文化氛围。

绿色赋能助力发展
今年，上海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

同时，坚持绿色赋能，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1+1+8+N”顶层设计文件落地，助力高质量

发展。能源领域，实施煤电节能降碳改造，

推进海上风电示范等重大项目；产业领域，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交通领域，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

结构，扎实推动海铁联运、江海联运等；建筑

领域，推动超低能耗建筑建设和既有公共建

筑节能改造。

“建设美丽上海，人人都是行动者，更是

受益者。”罗海林坦言，生态环境的改善离不

开广大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今年将继续开展

“金点子”征集活动，欢迎市民朋友积极为生

态环境工作建言献策，大家一起身体力行，从

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共同打造生态之城。

本报记者 房浩

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到2025年上海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将达90%以上；加
快“无废城市”建设，推进垃圾分类迈入2.0时代；打造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
发展……今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罗海林接受本报专访，用一连串实打实的
数据和举措，分享了生态治理的“成绩单”，也勾勒出生态之城的“新蓝图”。

本报讯（记者 房

浩）今天上午9时，由上

海市生态环境局、新

民晚报社、12345市民

服务热线共同发起的

“生态环境局长接热

线”行动开启，市生态

环境局副局长罗海林

率先走进话务间，接听

市民来电。截至上午11

时，12345市民服务热线

共受理生态环境类诉求

113件，其中噪声污染、夜

间施工、空气污染仍是投

诉热点。

上午刚一开线，市民张女士

就打进电话，反映浦东新区永春

北路88弄68号有家印刷厂，作业

时会产生浓烈刺鼻的油墨味，场

内污水也直排河道，不但破坏生

态环境，而且影响附近居民生

活。“您放心，我们马上跟进，一旦

查实必定依法严惩，给居民们一

个满意的答复。”确认具体点位

后，罗海林立刻指派市生态环境

局执法总队实地调查，记者也一

路随行，直击现场。

今起至8月18日，全市16个

区的生态环境局负责人将轮流值

守12345市民服务热线，倾听市

民诉求，回应百姓关切。新民晚

报融媒体各端也会与环境执法等

多部门一起深入现场、追根溯源，

对典型案例展开跟踪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