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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昨天下午，亲眼

看到罗泾镇燃气接入工程开工仪式在耕织园

举行，来自花红村的居民薄永发颇为激动，

“没想到，我们农民很快也可以像‘城里人’一

样用上天然气了。”

怀着这样期盼的，还有同样位于罗泾镇

陈行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海星村与新陆村，

这两个村加上花红村，村民总计有1100余

户。同样，位于宝山区顾村镇顾陈路231弄

的东沪园小区，上世纪90年代建成时，因当

时不具备管道天然气供气条件，小区居民一

直以瓶装LPG为主，也期盼着能早日用上天

然气。

据悉，上海燃气有限公司旗下上海燃气

市北销售公司对以上区域的“瓶改管”（即瓶

装液化气改为管道天然气）项目，已开始实

地踏勘、走访调研、业务受理等工作，并协同

罗泾镇政府积极推动落实，以2024年1月

31日为项目竣工时间，倒排了项目节点，全

周期把控项目环节。

上海燃气透露，罗泾镇燃气接入工程，是

旗下市北公司目前红线外排管工作量最大的

一个“瓶改管”项目。关于本市瓶装液化石油

气的使用情况也正在进一步“摸底”中。

日前，2023

年全国“奔跑

吧 · 少年”儿童

青少年主题健

身活动（上海会

场）暨“奔跑夏

季”金山区青少

年水上亲子活

动日活动，在金

山区水上运动

中心举行。在

家庭组手划艇

绕标赛中，祖孙、父子、

母女等家庭组合齐心协

力，奋勇争先；而在帆船

场地赛中，小选手需要

独自完成比赛。

特约通讯员

庄毅 摄影报道

瓶改管 惠百姓
宝山1100余户村民将用上天然气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受益于上海去

年启动的“易积水居民小区防汛能力提升三

年行动计划（2022—2024）”，66个易积水小

区改造工程，有望于今年底提前完成。

杨浦区国和路611弄小区，以往极端情

况下积水到膝盖部位。改造中采取了疏堵

结合的方式——堵：在小区门口设置驼峰，

让路面雨水不能流进小区；同时在地下排水

管网中增设拍门，让市政管网里的雨水不能

倒排进小区；疏：新建159米排水管道和10

座雨水井提升雨水接收能力，并增设强排泵

站和集水井各1座，集水井内的三台水泵，每

台每小时的排水量都有200立方米！

同样通过疏堵结合不再积水的，还有徐

汇区的华泾一、二街坊。

松江区中山街道蓝天五村，两面临河：

东面为洞泾港，南面为育新河（俞塘）。以往

强降雨时，河水从雨水管倒灌进来。改造

中，新设了多条雨污水管道，并在地下雨水

管道排河口边增设了止水阀——小区内水

位高于旁边河道水位时，自动排水；小区内

水位低于旁边河道水位时，自动关闭阀门，

防止河水倒灌。另外增设了两个功率比较

大的雨水提升泵，及时将水强排至河道。

疏+堵 治积水
66个易积水小区改造工程年底完成

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四部门就抓好今年遏制“天价”月饼工作进行了

专题研究部署，将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促进月

饼行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维护风清气

正的节日风尚。

每逢中秋，月饼的口味、价格都是人们关注的

话题。去年，四部门就曾联合发布《关于遏制“天

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制止“天价”

月饼等现象，提出对单价超过   元的盒装月饼

实行重点监管。然而，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

不少售价   元到   .  元之间的月饼礼盒，而

其运费却高达数百元，有的商品还在图标里注明

“团购优先”“灵活开票”等信息。因而，今年四部

门强化市场巡查和监测，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

良性、有序发展。

堵住“天价”月饼入市漏洞，首先要强化源头

治理。月饼被过度包装、贴上“天价”标签，无形中

助长奢靡浪费的不良社会风气，也容易滋生腐

败。 月  日，工信部就食品和化妆品两个品类

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发布了征求意见稿，

明确销售价格在   元以上的月饼，包装成本占

比应当控制在  %以内，且不应使用贵金属和红

木材料。以监督促监管，让月饼回归大众消费品

属性。

除了对月饼进行花样繁多的包装、混售之

外，一些商家也打起了名称的“擦边球”。从去

年的情况来看，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月饼礼盒变

身高价“糕点礼盒”，打价格监管擦边球；一些月

饼还和其他产品被重新打包“定制”后销售。相关部门除

了要加强监督检查力度之外，也要推动行业自律，引导企

业依法合规经营。

不能让“天价”月饼处于价格监管盲区。那些以   

元，甚至   .  元来规避监管的月饼礼盒，反映出一些商

家经营动机不纯，电商平台不能坐视不管，要及时掌握运

费以及成交情况。必要时，主管部门可以对经营者开展

成本调查。

月饼好吃不在包装。杜绝月饼成为面子消费的“载

体”，弘扬节俭美德，反对奢侈浪费，可以让节令商品与传统

节日内涵更加紧密结合。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今天上

午，记者从黄浦区基层治理新闻通气会

获悉，淮海中路街道依托“兴业荟商”营

商服务品牌，安商稳商，激发新天地商

圈发展新活力，今年上半年累计完成3

家重点企业防流失工作，涉及税收总额

超9200万元。

据悉，2021年淮海中路街道“兴业

荟商”全新推出“候鸟式”服务计划，立

足“精准、精细、精品”的服务理念，为企

业提供政策咨询、专业服务、政企交流、

文体配送等全天候、全流程、全方位的

组团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

近80场，覆盖企业1800多家、参与人数

超过5000人次。

随着服务计划不断深化，今年先

后在K11、香港广场、领展等地打造了

“零距离企业服务站”，承载街道企业

服务平台线下功能，安排营商服务专

员定时驻点，为企业提供“一对一、面

对面”的全方位专业政策政务咨询服

务。同时，在上海广场建立“兴业荟

商 ·淮海-思园”零距离营商服务点，

这也是黄浦区首个行政服务中心街道

分中心，在楼宇中实现“一网通办+全

程帮办”一体化服务，搭建“线上帮办、

专员协办、企业代办”一站式企业服务

平台。

此外，淮海中路街道持续开展“兴

业荟商 ·活力淮海”楼宇运动、楼宇文

化、楼宇健康等特色品牌活动，帮助楼

宇白领拓宽朋友圈、社交圈，打造多元、

开放、包容的年轻国际化社区。2020年

至今，“活力淮海”围绕体育主题展开多

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系列活动，为辖区

内3600余家企业、35幢商务楼宇、近8

万名白领带来了全新的运动体验，构建

了集“体育+社交+生活+消费”于一体的

淮海活力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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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中路街道：激发新天地商圈新活力

“兴业荟商”服务企业零距离

上海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白名单”2.0版实施

优化流程 药企需求得满足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记者日前

从市商务委获悉，修订完善的《上海市

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试点方案》

2.0版正式实施——它是按照贸易便

利和风险管控相结合的原则，结合生

物医药企业的具体诉求，在1.0版的基

础上加以完善。

记者看到，2.0版缩短了生物医药

研发用物品进口“白名单”认定周期，由

半年度一次调整为每月度一次。同时

增加快速认定机制，对已纳入“白名单”

企业（研发机构）再次申请进口研发用

物品实施快速认定，企业（研发机构）无

需提交除进口研发用物品信息以外的

其他申报材料，市级联合推进机制实时

开展认定。事中事后监管要求也被进

一步明确，各区按季度将已纳入“白名

单”企业（研发机构）进口研发用物品的

实际使用情况、后续处置、实验室管理等

相关检查情况上报市级联合推进机制。

市商务委介绍，新药研发过程中，

会使用一些进口物品作为药物研发的

对照品。由于这些物品有一部分不是境

内外的上市药品，只是在药物研发过程

中作为研发用物品而使用，故目前无法

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若研发机构无

法及时获取这些进口的研发用物品，相

应的药物研发项目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此在2021年6月，市商务委会同

上海海关、市药监局、市科委、上海科创

办等部门联合制定《上海市生物医药研发

用物品进口试点方案》，建立市、区两级协

同的生物医药企业进口研发用物品“白名

单”认定机制，对纳入“白名单”的企业进

口原辅料、合成前体等研发用物品，免予

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试点期限2年。

该政策率先在浦东新区和临港新

片区试点，2022年推广到全市。截至目

前，本市已发布三批生物医药研发用物

品进口“白名单”，将药明康德、美迪西、

徕博科等生物医药企业的红霉素衍生

物、喜树碱衍生物、来苏糖等研发用物

品纳入“白名单”试点。其中，有些企业

的研发用物品已完成进口通关作业。

上海市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白名

单”制度为全国首创，一经实施，北京、

天津、重庆、湖北、广州和苏州自贸区等

全国多个地区纷纷借鉴上海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