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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如
此
﹃
惩
戒
﹄？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近日，由中交
三航局承建的上海临港新城东港区公用码
头二期工程竣工投用，将与一期码头协同
作业，进一步提升上海港汽车出口运输能
力，为国产品牌汽车走出国门构筑起高效
稳定的物流枢纽。
上海临港新城东港区公用码头二期工程

位于芦潮港车客渡码头和上海电气重件码头
之间，已建南港码头一期工程西侧。主要工
程内容为新建一座长740米、宽60米的汽车
滚装码头，一座长968米、宽18米的引桥，设

置2个7万吨级滚装泊位。
二期工程竣工投用后，将与一期码头协

同作业，承接外高桥海通码头转移的滚装业
务，预计南港码头滚装汽车年吞吐量将突破
200万辆，对于助力上海港打造世界滚装第
一大港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国产品牌汽车走
出国门提供有力保障。
在工程建设期间，面对现场水文条件

复杂，风浪、潮汐及浅湾环境制约作业效
率、航道繁忙等多重压力，项目团队改变常
规施工策略，以“精准调度”和“技术创新”

破解难题。在码头预制构件安装作业期
间，项目团队采用全新的陆上吊装作业体
系，依托轮式起重机械，将安装流程前移至
陆上可控环境，实施标准化分段安装流程，
使得作业效率得到跨越式提升。预制构件
日均安装量从水上作业的6至10件跃升至
20件，高峰期更是突破每日30至35件，为
后续工序高效衔接争取到了充裕的时间窗
口。同时，项目部与海事部门紧密协同，建
立船舶动态管理机制，确保了施工与航道
运营“双安全”。

临港新城东港区公用码头二期投用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 上海开展7项主题宣传活动

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精细化水平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上海又有一座
工业遗存将以全新风貌亮相，位于新华路
商圈的A.F.A项目即将全面落成（上图为
效果图）。届时，艺文空间、购物中心、艺术
生活公园等多个板块将共同构建一个融合
生活购物、商务办公、艺文活动和绿色公园
的“艺享之城”。
去年夏天，很多人沿着虹桥路转入淮

海西路时，都会被路口一座醒目的“红房
子”所吸引，它与背后的正在建设的高楼
共同构成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商业地标
——上海A.F.A。该项目的建筑体量约23

万平方米，而其受瞩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于项目组成部分之一的ROJO艺文空间
原址曾为成立于1956年的上钢十厂，多
项“中国第一”在此诞生，2014年起被列为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上钢十厂引进改造团队，对
原厂房进行保护性改造与功能性重塑，将
其活化成集艺术、展览、办公、时尚、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文化艺术产业集聚区，命名
为“红坊”。而今，这栋历史文化保护建筑
更名为ROJO，规划为多功能厅、中央花
园、艺术中心等三个场地，已举办《蓝人

秀》、凡几市集等多场活动。
“ROJO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红色的’，

语境中也有火焰的意思，寓意前身为钢厂
的文保建筑将百炼而出、活化新生，绽放
另一种赤热光芒。”该项目负责人表示，项
目特邀国际著名建筑大师西泽立卫操刀
设计，在保留工业印记的同时注入新的生
命力，实现商业、艺术、科技与文化的深度
融合。未来以ROJO为主要载体，项目还
将引进各种高奢品牌秀、重磅艺术展览和
国际顶级演出，持续为上海市民带来丰富
多彩的文化体验和艺术享受。

上钢十厂旧址焕新
集艺文空间、购物中心、公园于一体的“艺享之城”

昨天，以“低碳生活

新时尚 绿色发展新展

望”为主题的上海市全

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

传周启动仪式在黄浦区

人民公园举行。在宣传

周的7天内，本市分别
开展绿色集市、环境清

洁日、可回收物集中回

收日、机关带头低碳行、

新市民专项宣传、全民

体验垃圾分类、旧书新

生循环利用等7项主题
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助力上海港打造世界滚装第一大港

近日有媒体报道，某地

一小学教师被指殴打十岁学

生，并抱起学生悬空探出三

楼窗外，威胁要将其扔下

去。当地教育部门通报，对

教师作出记过处分，给予校

长诫勉谈话；这名教师还被

公安部门行政拘留。

这件事的起因，是学生

用水枪朝教师面部喷水。虽然

学生有错在先，但当事教师的

反应明显过激。万一酿成不可

挽回的后果，就悔之晚矣。

应该说，这件事的是非

很清楚，但在相关报道的评论

区中，出现了“有些学生就该好好管

管”“家长不教育，又不让老师教育”之

类的评论，言下之意是当事教师的行

为属于管教学生，并无不妥。虽然只

是少数，这样的观点仍有必要驳一驳。

首先，学生有错在先，不代表教

师可以任意惩罚。《中小学教育惩戒

规则（试行）》规定，实施教育惩戒应

当符合教育规律，注重育人效果；遵

循法治原则，做到客观公正；选择适

当措施，与学生过错程度相适应。惩

戒的目的是教育，让学生引以为戒、

认识并改正错误，而不是以伤害或恐

吓为手段，让学生感到恐惧。

其次，不能轻视以暴力方式惩罚学

生的后果。暴力不仅损害学生身心健

康，还提供了错误示范，很可能让当事

和旁观的学生误以为能用暴力解决问

题。这样的方式即使看上去取得了短

期效果，实际上有害于学生成长。对当

事教师予以处分和拘留，既是保护学

生权益，也是对暴力行为的必要否定。

学生犯错，教师有权利也有责任

实施教育惩戒，只要是合法合规合理

的，就应该得到支持。与此同时，也不

能滑向逻辑的谬误，因为学生“应该

管”，就不追究“管”的方式是否恰当。

像上述事件中的十岁小学生，正是调

皮捣蛋的年纪，也正处于社会化的过

程中，如何让其正确认识自己的错

误、防止再犯，需要教师的理性和智

慧，也需要家校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教育是复杂而长期的工作，简单

粗暴要不得。

纪

玉

“绿色集市”展示环保理念
活动现场，“绿色集市”处处展示着环保理

念。在黄浦区文化公益促进会展位上，一组用
白色泡沫、一次性筷子等材料制作的“豫园”山
石景观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目前这项“青绿
小景”课程已经送进了不少社区，为景观和环保
的融合摸索出一条途径。
在小东门街道展位，去年开张的“黄家路低

碳工坊”展示了“惠民回收服务点”如何与低碳
活动结合。除了接受居民交投的可回收物之
外，低碳工坊会定期举办各类低碳环保主题活
动，邀请专家讲解环保知识，与居民共同探索低
碳生活的新方式。
筑桥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则展示了用纸板箱

制作的“猫狗之家”。三年级学生史美岑的作品
不仅有好几个“房间”、楼梯和五彩斑斓的门窗，
还细心地装上了“猫抓板”，希望为校园里的小
动物打造温暖的住所。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市民“谈分类、看分类、

爱分类”三大板块，市民和企业围绕垃圾分类
“投-收-运-处”四个环节讲述切身感受。同时，

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
解决方案，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生活垃圾
分类。

打造回收公共服务平台
市绿化市容局数据显示，去年本市可回收

物日分出量7973吨，有害垃圾日分出量2吨，湿
垃圾日分出量9233吨，干垃圾日清运量17240
吨。对比《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前，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分别增长1.97倍、
14.3倍和0.69倍，干垃圾减少15.7%，湿垃圾占
干湿垃圾总量35%左右。全市建成焚烧设施15
座、湿垃圾集中处理设施11座，干垃圾焚烧和湿
垃圾资源化利用总能力日均超过3.8万吨，生活
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3%，源头减量率达到5%，
持续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同时，去年本市居住小区、单位分类达标率

稳定在95%以上。超过18万人次参与市相关部
门与新民晚报联合开展的垃圾分类评价调查，
96%的市民对本市垃圾分类工作给予五星好评。
今年，本市将针对市民和企业关心的问题

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比如，推动“美+

净+智能”生活垃圾投放点改造提升，到年底将
累计完成2.1万余个投放点微更新、8000余个投
放点专项更新，1100个小区（村）精品提升。全
市累计完成644个惠民回收服务点建设，大幅提
高可回收物回收系统辐射周边社区、沿街商户
的能力。打造“沪尚回收”小程序这一全市可回
收物回收公共服务平台，方便市民查询周边的
回收服务点信息、回收活动日安排，并为行动不
便人群提供上门回收服务。目前平台累计注册
32万用户，为市民提供回收服务138万余单次。

在中转环节，通过至少打造25条生活垃圾
清运智慧线路，缩短了垃圾桶沿街滞留时间，大
大提升了清运效率。全市23座在运行设施的湿
垃圾品质监控设备应装尽装工作全量完成，实
现了对湿垃圾品质监管异常事件的智能识别、
智能抓拍、自动报警，为探索和推广智能闭环自
动监管打下坚实基础。

在末端环节，创新试点焚烧飞灰“中温回
炉”中试工程技术攻关，同步开展全市生活垃圾
焚烧厂飞灰资源化技术选择意向征求和项目布
局研究，为全市生活垃圾焚烧厂飞灰实现近零
填埋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