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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警方今天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推出《上海公安机关优化营

商环境助力本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30项举措》（以下简称“30项举

措”），更好便利企业群众生产生活，

助力本市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

据了解，此次警方推出的“30

项举措”，共涉及保护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行

业服务监管、服务保障重大战略、深

化区域协作发展、提升便民利企服

务效能六个方面。

■ 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推出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特

色举措，更加重视对高新技术等科

创领域和为群众提供服务的民生领

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从以往保护商

标权扩展为保护著作权、商业秘密

等；承诺严格区分经济纠纷、行政违

法和刑事犯罪，依法审慎适用刑事

强制措施，规范实施查封、扣押、冻

结等强制措施。

■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承诺优化行政许可办理，深化

浴场、宾馆“一业一证”改革，完善

行业综合许可制度，降低行业准入

成本；压缩行政许可审批时限，将

核发《爆破作业审批》的承诺办结

时限调整为6个工作日；将核发

《保安员证》的承诺办结时限调整

为当场办结；针对“互联网上网营

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在已

实行线下告知承诺制的基础上，推

动在“一网通办”平台实现线上告

知承诺制等。

■ 加强行业服务监管

优先保障重点民生物资运输

车辆在禁货区域的通行需求，落实

外地来沪货车电子通行码1个工

作日内审批的便利举措，着力解决

货车停车卸货难题；依托“一网通

办”平台实现无人机管理相关事项

线上办理；试点实施国产小客车新

车上牌提前查验制度，支持新能源

充电桩及配套停车位建设管理；持

续落实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和二

手车出口登记便民利企手续等。

■ 服务保障重大战略

为来沪人才提供落户便利服

务，积极推动户口迁移和开具户籍

类证明全国通办；丰富“一网通

办”涉外服务专窗内容，开通口岸

签证网上预受理，推动将“外国人

工作、居留单一窗口”服务范围由A

类外籍人才扩展至B类外籍人才，

加强移民融入服务站和涉外社工队

伍建设。

对来沪外籍人员提供办

证、签证便利，为“一带一路”企

业、“走出去”企业、总部企业提供

出入境便利；为境外中国企业人员

办理身份证、驾驶证等业务提供便

利；支持浦东新区智能网联汽车创

新发展和示范应用，下放“预计参

加人数5000人以上展览展销类大

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审批权限

至浦东分局。

■ 深化区域协作发展

建立沪苏浙皖四地公安机关

利企惠企工作协调机制，开展涉

企服务联动；深化长三角“跨省

通办”，深化涉企证明材料“免提

交”，建立长三角口岸签证代转

工作机制，推动户籍、身份证、无

犯罪记录证明、赴港澳台相关签

注、边境通行证等更多业务“跨省

通办”。

■ 提升便民利企服务效能

推动“可办能办”向“好办快办”

转变，探索户口事项“全市通办”，推

动居住证“网上签注”，深化“统一照

片库”应用，优化在线为企帮办服务；

推进公安机关保障律师执业“一件

事”，持续优化居住证办理“一件事”；

推动“企业在线开具本单位在职人员

或拟招录人员犯罪记录证明服务”等

更多高频事项接入“一网通办”平台；

同时改进线下窗口服务，推行户政、

治安、交管、出入境事项“一窗受理、

综合服务”，严格落实市政府“两个免

于提交”政策，大力推进“办不成事”

反映窗口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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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警方上午宣布推出30项举措助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推动“可办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变

今天警方推出的“30项举措”

中，15项涉及交警部门，其中不少

与普通市民息息相关。

鼓励停车位错时共享
交警部门优先保障涉及国计民

生的货运车辆通行，针对上述车辆

在本市中心城区白天禁货区域的通

行需求，采取通行证管理制度，并对

其中的菜篮子货运车辆全量发放通

行证。

为方便外地来沪货车通行，推

行外省市货车电子通行码，供外省

市来沪运输鲜活农产品、展会展品、

定制家具车辆申请，并严格将审批

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

聚焦“停车难”问题，交警部门

因地制宜在学校、医院、办公集中区

域、商圈周围设置限时停车位，支持

鼓励住宅小区和机构停车位错时共

享。截至目前，全市共在学校门前

设置临时P牌停车场1300余处，自

去年来配合交通管理部门落实错时

共享停车264处。

同时，积极推进商超货车及民

生物资保障车辆停车“卸货难”问

题的解决，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前

提下，遵循“属地管理”“夜间为主”

“非黄线道路”“避高峰”等原则，对

有条件的停车区域设置卸货点，最

大限度给予临时停车卸货便利。截

至目前，已为40处店铺落实“一店

一方案”。

更多办事在“家门口”解决
交警部门持续推进“放管服”改

革，推进小型汽车变更登记和驾驶

证初领、增驾理论考试等业务下放

至各区交警支队。目前，全市16个

区交警支队、258家派出所综合窗

口已下放36类机动车和驾驶人业

务，让更多事项在市民“家门口”解

决，具体事项可通过“交管12123”

App查询。

目前本市还试点推出了私家车

新车上牌免查验政策。市民若购买

了试点企业生产的部分车型，上牌

无需再将车辆开至现场进行查验，

还可享受足不出户在线上完成上牌

申请、牌证寄送到家的服务。迄今

已完成“免查验”新车注册登记

1200余辆。

交警部门还推出了三项便利

境外中国公民办理的业务，包括

便利延期换领驾驶证，便利回

国换领驾驶证和便利持境外驾

驶证换领中国驾驶证，为那些

因各种原因无法正常回国办理

驾驶证业务的市民提供时间上、环

节上的便利。截至目前，交警总

队车管所各分所已受理相关业

务2200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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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给予临时停车卸货便利

着力解决“停车难”“卸货难”

（上接第1版）
过去，虽说纺织产业的原材料

“遍地开花”，但因传统印染工业耗

水且污染环境，水资源紧缺、生态脆

弱的新疆只好把大部分原料送往沿

海地区染色处理。2019年，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王际平教授团队受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所托，力求解决印染

行业高盐染色污水排放问题，使大

规模棉纺织品染色成为可能，为新

疆发展纺织服装全产业链提供技术

支持。

科技援疆之路就此铺开，王际

平带领团队来到大漠深处，一条“绿

色”的染色生产线在他们的努力下

成为现实。

按照传统的印染工艺，染1吨

棉纤维需要用1吨盐、100吨水，同

时产生等量的污染物，被国家列为

重污染行业，行业技术攻关的重点

始终在产业终端——治理污水方面

徘徊。上海团队则将治污的目标前

移至生产端，在印染技术上创新，利

用新方法，染1吨棉纤维，不用盐，

只需0.25吨水，染色时间减少20%，

最后产生的固体废物还可以制成肥

料，产生的回收水可以再利用。

“这是一套全新的技术路径，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盐类化合物，

不产生废水且染料利用率特别

高。”王际平介绍，“我们的方法是

在干洗溶剂中加入少量的水和需

要的活性染料。染料溶解到少量

的水滴中，在专业设计的染色装备

中，溶解了染料的水滴会随着非水

介质和棉纤维进行均匀接触。棉

纤维是一种亲水的纤维，它们特别

‘喜欢’带上染料的‘水滴’，会在染

色过程中逐渐抓住染料，完成和染

料的反应，染料的利用率可以高达

90%以上。”

新疆纺织领域的同行们由衷

地对上海团队竖起了大拇指。在

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发布后，当地

的印染工业就被按下了暂停键。

上海团队则把高污染生产过程变

成了“清洁生产”工作模式，相比较

传统路线，还可以节约5%至10%的

生产成本。

“上海智慧”为新疆棉带去绿色生产线

9岁男孩与奶奶相依为命卖
石榴，全网播放量上亿；一位老人
卖石榴，石榴却被扔到车外……近
期在短视频平台上，一些“卖惨”视
频占据网页主要的位置。然而，一
些主播收割流量之后，却通过不法
手段进行变现。昨天，四川省凉山
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以“凉山
曲布”“赵灵儿”“凉山孟阳”为主要
代表团体的“系列网红直播带货
案”。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帮助有困难的农民是一种
善举，但“卖惨带货”却是在利用
网民的“善”牟利。随着网络主播
带货在各大短视频、直播平台兴
起，以“石榴滞销”“苹果滞销”“菠
萝滞销”“鲜笋滞销”等为噱头的
“卖惨”短视频屡见不鲜，不少“滞
销大爷”“滞销大妈”的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让许多网民动容并慷慨
解囊。然而，一些视频中主角的言
行是虚构的，还有专门的剧本。“真
情”对上“假戏”，苦的是网民，肥的
是主播。这不是营销，而是赤裸裸
的欺骗。

“卖惨带货”背后，直播们已经
不只是为了流量。仅仅从此次凉
山州破获的案件来看，“网红”直播
团队从成都、南京等外地食品公司
低价购入蜂蜜、核桃等农副产品，
以次充好，以假充真，通过“卖惨视
频”进行引流，并销往全国20余个
省市，涉案金额超千万元。网红团
队吸粉、引流、带货、变现等各个环
节分工明确，通过在短视频平台发
布“卖惨”情节短视频，博取眼球、
收割流量，形成了“上游供货商家
—包装引流团队—虚假助农主播”
的利益链条。
“卖惨带货”视频之所以屡禁

不止，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未明显违
法的情况下，相关主播可能要多次
反复违规，才可能被彻底封号。如
果未接到举报的话，一些平台也会
放任不管，并不是主动去发现。与
这些“卖惨带货”视频的泛滥以及
危害程度相比，目前一些平台的处
罚力度相对较弱，这让一些擅长炒
作“流量密码”的营销号更加肆无
忌惮。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卖惨

带货”视频已经成为网络视频领
域的公害，需要进行系统化的治
理，斩断非法利益链。除了短视
频平台要对严重违规账号进行永

久封禁、永久关闭电商权限等处
理之外，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
部门也要联手严厉打击违法行
为，并向平台送达相关虚假宣传、
虚假广告视频地址，督促其采取
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
和服务等，让“摆拍卖惨”“虚假助
农”等违法违规行为在网上没有
表演的舞台。
营销的基础是对事实的尊重，

“卖惨带货”为获取利益而欺骗消
费者的感情，终会自食其果。对于
网红主播们来说，遵守法律法规，
遵循公序良俗，用健康的手段创新
营销，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