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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师傅上门取货
物品线下上架

昨天下午，马桥镇中转站的孙存华师

傅接到手机派单后，来到同心村村民周

小丽家取货。周小丽拿出一台黑色小功

放说：“这是我们之前跳广场舞用的，现

在设备升级，这台就闲置了。看到小程

序可以卖电子产品，就试着拍照预约下

单，没多久师傅就来了。”

孙师傅查看机器外观性能后，与周小

丽商定以20元的价格收下，当场付款，与

卖主的交易便完成了。“以前闲置物品要

么等‘摇铃铛’收废品的人来收，要么直接

当垃圾扔掉，现在用这个平台手机下单，

方便多了。”周小丽说。

孙存华表示，自己负责附近多个小区

的闲置品回收，每天按大数据算法排定的

线路上门。这台小功放将和其他回收来

的闲置品一起，被送往马桥镇可回收物中

转站，统一清洁、消毒，适当维修、保养，然

后上架供买主挑选。

记者跟着孙师傅来到中转站，在门口

数十平方米的“二手交易区”，只见货架上

陈列着数十台小家电，有20元的小烤箱、

100元的咖啡机、60元的打印机、50元的

萃茶机……书架上的二手书新旧不一，品

类丰富。旁边还有维修区，可以对物品进

行简单的保养维护。

值得一提的是，中转站二手交易区的

所有物品都源于二手回收再利用——垃

圾箱是利乐包回收制作的，“再生书架墙”

是融合“古藤马桥”理念定制的，沙发桌椅

是从居民家回收的。

填补社区空白
成交已超百单

“线上+线下淘宝地”，怎么交易？记

者获悉，居民登录“兴淘好物”小程序后，

可自行发布闲置物品的照片、意向价格和

联系方式，工作人员会与物主联系，审核、

筛选、回收，在线上线下上架。若有买家

相中，可在线上“意向下单”，前往二手交

易区交易取回，也可由工作人员带去小区

常设站点与买家交易。

这种“线上+线下”的运作模式，能让

居民实现“买”“卖”身份一键切换，提供更

人性化、便利化服务的同时，也为城市平

添一份怀旧、低碳、物尽其用的烟火气。

“我们不是C2C平台，也不进行线上

交易，只是为供需双方搭建信息交换和沟

通的桥梁，盘活闲置物品，填补社区空

白。”中转站运营方上海鑫冬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雷慈嘉表示。

在旧物易主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些

动人的故事。家住马桥镇的李先生在平

台上出售了一张1988年款的老木桌，是他

出生那年爷爷买的，小时候爷爷常坐在这

张桌前给他讲抗战故事。34年后，马先生

要搬家了，将木桌在“兴淘”上架。买主王

女士是做木材生意的，看到这个故事很有

感触。“二手木家具经过时间洗礼，木材颜

色质地反而变得更好看更稳定，这是一张

充满温情且有生命力的木桌。”她说。

目前，小程序可以收购家电类、家具

类、书籍类、箱包类及部分小百货类，服务

对象为社区居民。自开启交易以来，已有

约100多单成交。

智慧大脑联网
视觉体系更新

除二手交易区之外，马桥镇中转站后

端的作业分拣区内还设有玻、金、塑、纸、

衣五大分拣区域，配置称重、分拣、纸板打

包机、泡沫冷压机等设备，除臭、喷淋等设

备也早已“上线”。各类物品在此分拣、打

包、暂存，一捆捆压缩后的泡沫塑料、废纸

板等正静待运往各下游厂家或集散场循

环利用。

站内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拥有车

辆识别、自动称重计量进出记录、数据存

储查询传输等服务功能，更能与市级可回

收物信息化平台对接。两网融合大数据

平台可将传统行业与“智慧大脑”相结

合。“街镇可回收物品类的数量、所有网点

可回收物排名情况等都有显示，如果某些

小区可回收物品类的量突然有波动，平台

能实时反映，我们就会立即排查分析原

因。”雷慈嘉表示。

据悉，中转站2021年建成，负责处理

马桥镇的可回收物。每天，有22名回收师

傅在各小区回收网点忙碌，还有10多位师

傅在镇内穿梭收运，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

在25吨左右。

今年，按照上海发布的《沪尚回收视

觉识别系统手册》可回收物中转站视觉应

用标准，中转站也“改头换面”了，无论是

蓝绿的色系，还是统一制作的“沪尚回收”

灯牌，抑或是低碳知识墙、彩虹宣传栏，都

充满了科普性和趣味性。据悉，中转站今

后将向社区居民和学校团体开放，成为上

海垃圾分类和低碳生活的宣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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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小家电、“退役”教科书、半
新不旧的箱包不舍得扔，却又无处可
去，曾是很多市民的烦恼。如今，闲
置二手物品有了线下实体“淘宝地”。
记者获悉，闵行区马桥镇为探

索闲置可回收物再利用的途径，研
发出二手买卖闲置小程序，在手机
上“摇起铃铛”收旧货，并在马桥镇
可回收物中转站开出了线下二手交
易区。这也是闵行区首个利用“沪
尚回收”中转点位开设的二手买卖
交易平台，希望为社区居民解决二
手交易市场难觅的烦恼。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文/摄

■ 交易成功一张“有故事的桌子”

■ 马桥镇可回收物中转站新辟二手交易区

上个月末，第十一届北外滩财富与文
化论坛落幕。本月，位于北外滩的国华金
融大厦将迎来首批企业入驻。目前，虹口
金融企业总数已经超过2100多家。而在
“十一五”末，相关企业还不到80家。虹口
把金融——这块金字招牌擦亮的背后，是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日益
提升的缩影。

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
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发布，对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到2020年的战略目标、
原则、要求、具体任务等作出具体部署。
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了与我国经济实力
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

心，为全面提升能级奠定坚实基础。今年
10月30日至31日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
议指出，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和影响力，这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
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上海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不断

增强，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支付清算、风险
管理等功能不断提升，沪港通、沪伦通、互换
通、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产品相继上
市；金融机构体系日益健全，一批重要的中
外资金融机构落户，示范带动作用明显。当
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要进
一步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
响力，首先要抓机遇、开新局。
抓机遇，就要进一步找准发力点。以掌

握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权为例，目前，上海
已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集聚度最高的城
市之一。截至今年8月，上期所共上市铜、

原油、黄金、螺纹钢、天然橡胶、集运指数（欧
线）等23个期货品种以及铜、天胶、原油等9

个期权品种。根据国际期货业协会统计，上
期所品种成交量连续多年排名全球前三。
要推动“上海价格”在全球广泛应用，就要提
升关键产品定价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加快建
成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
开新局，就要进一步做好科技金融、绿

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
当前，上海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金融领域开
放创新，发挥制度创新的“头雁”效应，发展
成为新政策、新机制的国家级“试验田”。例
如，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指导支持下，允许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内注册的
企业、工作或生活的个人购买跨境保险、投
资等金融服务。
除了抓机遇、开新局，上海在增强国际

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过程中，也
要夯实基础，补短板。6月8日，在第十四

届陆家嘴论坛上，再保险“国际板”启动。
10月26日举行的2023上海国际再保险会
议上，上海国际再保险交易中心迎来首批
“住户”。国际再保险功能区建设，是上海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
从制度上解决相互信任度的问题，同时要
通过良好的法律仲裁环境提升国际话语权
和吸引力。
无论从交易规模、市场种类、参与机构

数量来看，上海已成为当之无愧的金融中
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
中也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更高的
要求和更全面的指导举措。我们有理由相
信，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
力进一步增强，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
用进一步凸显，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
管理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明显增强，上海一定能成为具有全球重要影
响力的现代化国际金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