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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上海约1.3万个

住宅小区中，已有约1.25万个住宅小区建有电

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昨日，上海市物业管理事

务中心发布最新通知，即日起，开展全市范围

住宅小区运行安全管理专项检查工作，最大限

度防范化解住宅小区内各类安全隐患。

2月23日，南京市一小区因架空层电动

自行车起火发生火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2023年全国共

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相比2022年上

升17.4%。这一数据目前呈连年增长的态

势。电动车频频起火的直接原因，多为充电

设备出现故障导致燃爆，因其起火速度快、释

放大量有毒气体，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昨日，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发布《关

于开展2024年一季度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

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即

日起至3月31日，上海将开展“2024年一季度

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专项检查”。关于消

防安全，住宅小区物业经理履行每日自查职

责，包括灭火器在有效期内且能正常使用，消

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顺畅，电动自

行车集中存放地监控设施完好，严禁在建筑

内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

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等；关于地下空

间，通知要求地下车库无住人现象，地下车库

内无乱拉电线现象，不得储存易燃易爆、有毒

有害等危险物品，不得擅自占用地下空间共

用部位等。

通知要求，各房管集团、物业服务企业要

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督促小区经理加

强住宅小区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完整准确记

录，确保完好正常运行；加强小区建筑物门厅、

共用走道、地下空间、电梯、消防车应急通道等

共用部位的日常巡查，重点关注电动车存放区

域消防设施、监控设备是否完好无缺，若无监

控设施的，物业企业应增强巡逻巡查频次。

“住宅小区项目经理要履行每日自查职

责，通过上海智慧物业App或上海市物业管理

监管与服务信息平台，及时、准确录入自查信

息。”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徐建福介

绍，物业服务企业还要主动会同街镇、居委会

和业委会等开展消防安全防范宣传工作，通过

电子显示屏、公告栏等方式发布有关预警信息

和安全提示，提醒业主、使用人做好消防安全

隐患排查，引导居民开展“三清三关”，即清理

楼道、阳台、厨房可燃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

气源，提高居民安全意识，防范事故灾害发生。

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获悉，2016年以来，

上海结合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和市、区两级政

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平安工程、街镇惠民工程

等持续推进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

设。截至2023年12月10日，全市约1.3万个

住宅小区中，已有约1.25万个住宅小区建有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已基本实现本市住宅

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应建尽建”。对于

无场地建设条件的住宅小区，各区政府可以

通过因地制宜建设露天分散充电桩、充（换）

电柜、小区外公共充电设施等方式，实现住宅

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全覆盖。

申城约1.25万个住宅小区建有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即日起开展全市范围专项检查

最大限度防范住宅小区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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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拥有丰

富的湿地资源，主要分布在浦东、

崇明、奉贤、金山等沿江沿海地区，

有河口滩涂、内陆滩涂和森林沼泽

三种湿地类型，0米线以上湿地面

积72715.48公顷。

2023年，在沪全国人大代表顾

祥林、金鹏辉、周燕芳参加湿地保

护法实施情况专题调研。强化科

技赋能，从“人防为主”转向“技防

优先”，持续提升湿地生态系统数

字化管理水平和监管效能，已是湿

地保护的“重中之重”。

大力推进湿地资源保护
2022年6月1日，湿地保护法

实施。上海依法建立湿地保护修

复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

域内湿地保护负总责，部署开展长

江上海段“十年禁渔”、长江口水生

生物多样性恢复、重大湿地生态修

复、自然保护地建设等重点工作，

大力推进湿地资源保护。

其中，湿地资源监测评价与预

警，是科技赋能湿地资源保护的有

益探索。自2021年起，上海市已

将湿地纳入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

测系统，每年组织开展“林草湿生

态监测综合评价”，全面厘清上海

市湿地资源分布、类型、面积、生态

状况等，形成自然资源“一张图”；

每年对近200个湿地样地开展动

态监测，及时掌握湿地资源现状、

生态功能及其动态变化情况，并对

遥感图斑变化作出预警；每两年开

展一轮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监测

评估，形成监测报告。

此外，加强长江口湿地和河湖

湿地保护。开展长江上海段“十年

禁渔”，持续开展“清船、净岸、打

非”行动，坚决打击非法捕捞，保护

长江口湿地水域生态资源；发挥

“河湖长制”作用，开展河湖生态维

护、水质保护、绿化养护、岸线管

护、河面清护、河床修护。

保护修复能力要增强
调研发现，做好江河、湖泊湿

地的保护修复和利用，监管执法

水平有待提高，保护修复能力需

要增强。

首先，加大污水治理力度。污水处理能

力不足、区域不平衡的矛盾仍存在，高峰时段

局部地区仍存在泵站放江和污水溢流现象，

影响河道水质和水生态环境。全

市仍有部分农户生活污水未实现

收集处理，有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存在故障、停运现象。对种植

户改用有机肥、有机农药的鼓励和

引导力度还不够，化肥和化学农药

使用强度仍处于较高水平。

其次，治理外来入侵物种力度

需要不断加大。外来物种入侵防

治形势严峻，福寿螺、凤眼莲、喜旱

莲子草等入侵物种不定期爆发，严

重威胁河流湖泊的水生态质量。

互花米草在长江口、杭州湾的滩涂

湿地广泛扩散，侵占原生水生植物

的生长空间，威胁水鸟、底栖生物

生存。

此外，在如何有效加强中华鲟

等水生生物保护和长江口水生态

保护方面，也还缺乏经验，对水生

态的系统监测还不够完善，目前还

缺乏对水文、水质和水生态的全要

素系统监测。

科技赋能监管信息化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面对流动

性强、越来越隐蔽的违法行为，监

管手段依旧以地面实地核查等传

统方式为主，部分滩涂和浅水区域

难以安全到达，现有的执法手段科

技含量不足，已不能满足管理需

求。因此，加强高科技手段和智能

装备的应用，已是当务之急。

代表调研建议，强化科技赋

能，提升监管的时效性和信息化水

平，加强智能装备的研发应用，从

“人防为主”转向“技防优先”。

同时，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

所在湿地保护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构建基

于自然解决方案（NbS）的退化湿地

修复技术体系，凝练形成先进的、可

复制推广的治理修复技术与管理模

式。科技赋能，让专业人才队伍培

养提质增速，以便胜任自然保护地

内人类活动监督、保护成效评估、生

态服务功能评价等监管职责。

此外，探索引入生态修复补偿

保险、气象指数保险等金融创新工

具，完善湿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风险管理手段，利用保险损失

补偿特性，以确定性的成本管理日

渐加剧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风险，鼓励金融

机构共同参与湿地环境保护治理。

本报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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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今日上海的民营经济大区，普陀现

有民营企业8.1万家，占全区市场主体90%，

贡献了99%的高新技术企业、90%的新增就

业岗位、70%左右的区级税收。先后培育了

一批500强民营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吸引

了一批有实力的企业投资落户。

服务好民营企业，做好政企沟通的“连心

桥”是工商联的重要职责之一。普陀区工商

联党组书记孙国强介绍，近年来，普陀区工商

联为反映民营企业呼声，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搭建了“民营企业之家”、民营企业圆桌会议、

早餐会、“靠谱”跑等多个平台，并以此打造区

工商联的服务品牌。

安商稳商彰显温度
不同主题、不同产业类别的政企早餐会，

让政企面对面敞开心扉、坦诚交流，拉近彼此距

离，也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交流的新平台，

吃出“发展的味道”，不少场次一“座”难求。

2022年底苏州河畔，一栋2000余平方米

的三层小楼“普陀区民营企业之家”亮相，这里

不仅成为企业家论发展、谋未来的重要聚集地，

也是全市首批被授牌的统战文化中心之一。“我

们致力于将这里打造成推动招商引资、优化营

商环境的‘半马苏河会客厅’。”孙国强表示。

民企发展更具底气
15年前，劲霸男装开启“出江入海”，从

创始地福建晋江，迁驻普陀区长风生态商务

区。民营企业的“娘家人”普陀区工商联，不

仅成为了企业与政府沟通的连心桥，还在发

展和解决难题上持续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

“只要国家扶持民企的政策措施出台，区

工商联都会第一时间传达解读。”劲霸男装

（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忠信说，“而当企业

遭遇困境时，也是区工商联助力我们化危为

机，渡过难关。”

2010年，4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天地

软件园成立了波克科技，从草根创业的小团

队成长到如今千人规模，月活跃用户超6000

万，产值过百亿。“扎根普陀发展十余年，离不

开普陀区良好的营商环境。”波克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刘忠生说。近年来波克科技

正开展商业模式升级创新。“在工商联大家庭

中，我们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也

产生了更多业务的火花。”

政企交流双向奔赴
“在普陀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政企

之间的交流沟通是零距离的，任何时候只要

企业有需求，政府就在身边。”上海致盛集团

董事长张润斌说，尤其是近几年，面对复杂严

峻的市场环境，普陀区开启了全员招商模式，

以商招商、商会招商、产业链招商等一系列招

商引资活动，吸引了一批有引领性和影响力

的项目及企业落户普陀，形成了一股热火朝

天的招商氛围。

区工商联也充分发挥联络企业的优势，为

企业提供形象展示、对接合作的平台。组织开

展招商对接活动，带领企业走出去，帮助企业链

接区域资源，谋求更多合作。 本报记者 解敏

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者

搭好政企沟通“连心桥”
普陀区工商联尽心服务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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