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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各
地百姓燃放烟花爆竹图个热闹、求
个喜庆，是中华民族传统习俗。千
年以降，莫不如是。如今的上海，
伴随 2016 年“禁燃令”的正式实
施，让市民欣喜、令全国瞩目，不仅
成为新时代以法治促改革的有力实
例，更让社会各界对上海这座特大型
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了更高的
期待。

用法治守住烟花爆竹安全关
2015年12月30日，上海通过修

改《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扩大禁
放领域，规范销售、仓储和燃放行为，
誓用法治守住烟花爆竹安全关。

其实，早在1994年，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就制定了《上海市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条例》，通过限制部分重
要地区的燃放，统一烟花爆竹的采
购和销售，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对减少节日期间消防安全隐
患起到了明显作用，维护市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然而，日与月与，荏
苒代谢。20多年过去了，上海人口密
度不断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块。
随着社会治理逐步走向精细化，消防
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愈发得到重
视。

2014年，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二
次会议期间，厉明等138 位代表联
名倡议：春节期间市民少放、不放烟
花爆竹。翌年的市十四届人大三次
会议上，金永红等58位代表再提议
案，建议用更严立法管控烟花爆竹燃
放。可见，更严“禁放令”的出台已具
有强大现实基础。

厉明代表回忆：“很多代表特别
关注环保。上海的冬季，环境污染就
特别严重，在开‘两会’时，空气质量
的问题很容易形成场内场外的热
点。”

提出这项立法，厉明主要是从安
全和环保层面考虑。“中国人春节时
喜欢以燃放烟花爆竹的形式传递快
乐。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上海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上升，每年
因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火灾火警事
故频频发生，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我们美丽的大上海，城市的
安全有时候是很脆弱的。关于环
保，每年春节总有几天‘硝烟弥漫’，
气味呛鼻难忍。不少人认为放烟花
爆竹一年中也不过几天，比不过车
辆尾气、工厂烟囱的污染，但它对环
境的污染还是很严重的。一想到放
烟花爆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火灾隐
患，我就觉得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去
做。”

厉明为此连续三年提交关于禁
放烟花爆竹立法的议案，并征集了
138 名市人大代表的签名，同时，
一份倡议书也从会场走向社会。

“适当放弃一些不适应现代生活
的民俗，能为我们带来更加宜居舒
适的生活环境。”他相信，新的民俗会
再诞生。

之后，议案开始进入立法程序。

“当时，我提出是中环以内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我提出，一是要修法，二是
加强执法，确保法规得到严格执行。”
然而，令厉明备感欣喜的是，市领导
认为中环线还不够，要扩大到外环
线。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记得，在上会审
议修改《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之
前，社会各界就十分关注。同时，这
也是经过二审二表决的一次修法，对
关键条款，各方观点得到充分碰撞。

“我们是在1994年原有条例基础上
扩大禁燃范围的，‘内环以内’到‘外
环以内’，一字之差，发生制度性改
变。与此同时，法条对生产经营、销
售、储存、运输、燃放、销毁处置等行
为，有了全链条的覆盖和完善，形成
闭环。”

事实上，在立法过程中，也有不
少观点认为需要针对节假日、婚庆等
情形等适当“开口子”，或在执法过程
中“手下留情”。但是，考虑到法律的
严肃性，从立法机关到执法机关，始
终坚持“严字当头”。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条例》修
订通过日是2015年12月30日，2016
年1月1日即施行。拥有千年历史
的习俗在2016年辞旧迎新的一夜之
间面临大考和改变。为打响执法第
一战，上海启动了有史以来最严的烟
花爆竹安全管控模式。一是以最严
标准抓好源头。采取停止向外省市
采购烟花爆竹、严格审批外环以外临
时销售点、严格执行购买实名登记制
等措施，全市烟花爆竹市场投放总量
限制为上一年度十分之一，流向得到
有效控制。二是以最广声势宣传发
动，并聚焦青少年、外来人群等重点
人群以及婚庆、搬场等重点行业开展
重点宣传，实现特定群体全覆盖，同
时，还通过发放告知书、登门走访等
形式向社区居民进行普法，实现基层
社区全覆盖。三是以最强力度应急
值守，当年，在除夕和年初四两个重
点时间段，全市 4.3 万警力全警上
岗。全市30万平安志愿者与公安民
警、消防官兵混合编组，实施现场监
护、巡查检查。市安监局充分发挥市
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联席会议的
统筹协调职能，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
控的督导检查。

最严“禁燃令”的实施，让上海以
一种充满正能量的方式和有力答卷
引起全国瞩目。通过立法，市民的行
为遵循得以确立，加上植入上海契约
精神强的土壤环境，在短时间内就结
出了依法禁放的法治果实。“禁燃令”
一经执行，就基本做到零燃放、空气
数据持续转好、爆竹垃圾骤减，以及
市民自觉性显著提高。

天蓝了，空气好了，地面整洁
了，每一位上海市民都是受益者。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人人守法在此
间得到完美的阐释。上海市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陈靖说，也因此，这成为
了许多人“又一个喜欢魔都的理
由”。

用法治的力量推动移风易俗
市人大全力推动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立法及实施

曾经十人共用一个厨卫
作为上海首批工人新村，彭三小

区建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
工人新村多为大户型，像彭三小区多
是三房户型。彭三小区有58幢楼，
其中非成套住房有1998户，住着近
万人。当时一套三房可能被分配给
两到三户人家居住，这就造成合用厨
卫的情况。

今年79岁的吴老伯，在彭三小
区住了58年，当年他们一家三口与
父母一同居住在彭三小区的两间房
间内。“两间房都是十多平米，一南一
北。其中朝北的房间常年没有阳光，
阴暗潮湿。”吴老伯说，很多年一家五
口与另外一家五口的邻居合用厨
卫。一到早上，10个人挤着上厕所，
情况非常糟糕。

除了厨卫合用的不便，由于年久
失修，小区房屋结构老化、道路严重
积水、上下水管道堵塞等硬伤开始显
现，改善生活环境成了小区居民最热
切的期盼。

新房配套独立厨卫与电梯
2007年开始，彭浦新村开始试点

“拆落地”改造。所谓“拆落地”就是
拆除原有老公房，再新建楼房，来解
决煤卫独用问题。因为一般寻常的
修缮已经无法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
彭三小区成为了“拆落地”的试点。
在过去的十余年，彭三小区先后完成
了四期旧住房成套改造，为不少居民
实现了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

今年3月份，四期的居民开始陆
续回搬。记者近日在彭三小区看到，
最新完成改造的四期项目，在拆除原
先的15幢老房后，在原址上建造了3
幢18 层居民楼和3 幢 8 层居民楼。
作为上海首个竣工完成的“拆落地”
项目高层建筑小区，改造后的四期从
外表看与新建商品房小区没有太大
差别。6幢居民楼全部都有配套电

梯。 因建造高层后空出来的地面空
间，则被引入提升小区品质的配套：
增加了一个可容纳285辆车的地下
停车库、大量的绿化以及建筑面积超
过 6000 平方米的社区公共建筑空
间。

更实惠的是，原来小区大部分住
房为公房，根据房改政策，这里的居
民还可以用每平方米1295元的基础
价格买下房屋产权，相当于每户花一
两万元，房屋的性质由公房变为售后
产权房，今后可以进行交易，给以后
进一步改善居住条件带来可能，小区
里也能选举业委会。

下个月，吴老伯即将搬入新家。
吴先生如今有了一套两室的房子，
改造后房间卧室面积均有所增加，
还配有独立厨卫。他家原来住在
一楼，抽签后分到6楼，这让他喜出
望外，有电梯的高层房让他和老伴
出行都很方便。老人说，这是政府给
的一个大礼包，新家彻底改变了他的
生活。

五期居民年底有望陆续入住
据彭浦新村街道旧住房改造办

公室主任须炳荣介绍，目前正在进行
的彭三五期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将
拆除 11 幢非成套房屋，建筑面积
27560平方米。今年8月28日启动正
式居民签约工作，签约首日已达96%
签约率，超过项目 95%的生效签约
率。截至9月10日，已有864户居民
签约，签约率98.4%。

在五期项目中，需要拆除11幢
非成套旧住房，建筑面积27560平方
米，涉及居民878户，是上海迄今最
大的非成套旧住房改造项目。“这个
数字比第四期改造时的居民户数翻
了约一倍。”

由于改造尚有100多套房子缺
口，街道通过彭三四期改造多余的存
量房等房源予以解决，最快今年底，
彭三五期的部分人员就可以入住。

彭三小区旧房改造四期居民陆续搬新家

79岁老伯：新家彻底改变了生活

改造好的小区焕然一新。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改造后的新房不仅面积增加了，还配有独立厨卫；有了电梯也让老人
出行更加方便。谈到下个月即将搬进彭三小区宽敞明亮的新家，79岁的
吴老伯激动不已。上海综合推进各类旧住房修缮改造工作取得了重大的
进展，相当一批项目开建或已经建成，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获得大幅度的提
升。记者近日走进静安彭三小区，作为“拆落地”的试点，彭三小区四期旧
房改造的居民已经陆续入住，最快今年底彭三五期的居民也将有望搬进
新家。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