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
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19日下午全文向社会公布。请
记得，旅馆不主动提供客房一
次性日用品了，餐饮不主动提
供免费一次性餐具了，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内部办公场所也
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了。个人
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
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
罚5万元……“垃圾分类工作
就是新时尚。”除了认真守法践
行，在引领新时尚方面，大家也
都准备好了吗？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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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浦东一共有280多家
草莓种植户，我们现在抽检时发现，
果子不含农药残留的比例已经越来
越高。”时值“草莓季”，浦东农技中心
经作科负责人倪秀红告诉青年报记
者，随着科学种植的普及，浦东“农二
代”开始采用物理、生物等绿色防治
病虫害方式确保水果安全。

“草莓是每年9月种，12月收，5
月结束。今年天冷雨水多，蜜蜂不肯
出来，草莓产量低了不少。”康桥镇石
门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80后”带头
人王广建笑着说，“老一辈没有安全

概念，只图草莓长得多长得好，产量
高果型大。现在我们都经过培训，知
道不能什么药都打，根据推荐目录，
到正规店里去买农药。”王广建种的
草莓前年在全国草莓评比中获得了
金奖，去年得了银奖。

水果安全，从土壤开始。“果农在
七八月时利用高温对土壤进行处
理。在蜜蜂采蜜之前，用黄板粘害
虫、防虫网隔断，降低虫害基数，还要
用银灰色的地膜避蚜。”倪秀红介绍
说，“我们推荐的农药不光是效果好，
更是低毒低残留的农药。”

据介绍，浦东农技中心每年都会
对果农进行两次大培训，由镇里配

合，邀请高层次农业专家前来授课。
“农科院专家会教大家采用绿色安全
技术进行土壤处理，现在年轻的‘农
二代’种植理念改变了。”王广建们都
要写“田间档案”，种植的整个过程，
用什么农药，进库出库……一系列情
况都要详细记录。

上海对于水果安全的检测是全
覆盖的。市里区里镇里都要抽检，一
旦发现违禁农药残留超标，非但果苗
要全部销毁，红色的果子还要采下来
深埋，这对于果农来说，损失很大。
因此，新一代果农越来越重视水果安
全，现在检测结果越来越好，浦东草
莓农药残留检测合格。“像灰霉病，我

们可以采用农业防治来降低病害的
发生率，就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
用。”倪秀红认为，“农二代”们种植更
加科学规范合理。

眼下，农业新技术层出不穷：立
体栽培，智能温控……愈发需要年
轻的高层次人才来“务农”。倪秀红
欣喜地透露道，有两个年轻的本科
毕业生，在泥城镇承包了二三百亩
地，特意跑到农技中心来咨询种植
该如何布局，种什么品种更好。“之
前曾经来咨询过玉米，今年又来咨
询稻米。“我们向他们介绍了一些新
品种，并告诉他们要开展绿色生产，
确保品质。”

浦东80后“农二代”造“田间档案”保水果安全

生活垃圾分类是
生活方式的一场变革

生活垃圾处理是城市管理和环
境保护的难点问题。《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是经今年 1 月举行的
人代会审议并表决通过的。作为
连续当选的一名“四届元老”级市
人大代表，在厉明的印象中，提交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的
地方性法规并不多。近年来，继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
案）》《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之后，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算一
个。生活垃圾分类，对城市未来的重
要性，可见一斑。

厉明说，垃圾分类，不再是生活
小事。对申城市民而言，生活垃圾分
类，是环保必需，更是生活方式、社会
治理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方式的一场
变革。

作为一名科技服务工作者，市人
大代表谢吉华提出，随着生活质量进
一步提高，要思考享受生活美好、生
活文明的时候，我们在其中扮演什么
样的角色。成本和环境，文明和法
规，现在和未来的关系都要有所考
量，而科技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谢吉
华建议，鼓励更多机构和人去从事这
方面的工作，并让经济效益凸显出
来。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形成产业，通

过新科技的应用和政策的引导，把这
项工作做得更好。

据了解，此次立法不仅仅对分类
投放进行规范，适用范围涵盖了从源
头减量，投放、运输，到末尾的无害化
处置整个链条。此次立法体现了人
大常委会自我加压，进一步发扬立法
民主，进一步听取代表意见。此次立
法在常委会层面就审过三次，每一次
都征求过人大代表的意见。

广大代表对生活垃圾管理立法
积极投入、全程参与，提出的很多意
见建议都在此前写入法规草案。市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说，这是
本届人大第一个提交人代会审议的
法规草案，这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共
识，加强社会动员。

“我们的原则是能采纳尽量采
纳，不能采纳就逐一修改。”丁伟说，
在1月底举行人代会上，共有488人
次提出646条意见和建议，涉及具体
的条文一共有180条。代表提出的
意见涉及修改的地方43处，改了22
处，可以说半数意见都采纳了。

青年更应从点点滴滴做起
身体力行、带头示范

许多代表还都不约而同地提及，
在绿色消费、垃圾分类投放工作中，
青年更应参与其中，投入其中，从点
点滴滴做起，身体力行，带头示范，引

导广大市民认真守法践行，为上海的
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美好做出更
大的贡献，以青春的姿态和行动真正
诠释“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众所周知，青年是网购、外卖的
主力军。一方面，上海鼓励网购商
店、快递企业、消费市民采用“环境友
好型”快递包装物，另一方面，在绿色
消费、垃圾分类投放工作中，青年更
应从点点滴滴做起，带头表率。

2018年，团市委也专门成立了
共青团参与垃圾分类的项目组，和社
会人士建立了工作关系，号召全市青
少年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形成良好的
社会氛围。

不久前，古美路街道团工委和致
力于社区艺术化建设的大学生创业
团队艺播人工作室共同在东兰三居

“青春社区”，引导和组织青年居民
家庭以垃圾分类、“新七不”为内容，
用墙面主题涂鸦彩绘的方式，共同
对小区进行“微改造”，让废旧的彩
钢板，千篇一律的地下停车库焕发
生机，成为小区里的靓丽风景。既
美化了社区环境，又促进垃圾分类的
宣传。

今年大年初一，很多家长带着孩
子来到上海科技馆，体验科技新年。
在“地球家园”展区中，最新的“垃圾
分类”互动展项吸引了很多孩子的参
与。这正是根据上海市人大近日通

过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改
造的展项，引导公众将生活垃圾分为
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
4类。

该展区利用人脸识别和增强现
实技术让“垃圾分类”游戏趣味盎
然。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的要求，展区丰富了垃圾类别，为
了让游客更了解垃圾分类的知识，每
局游戏开始前，都有小贴士向游客科
普哪种垃圾需要扔进哪个垃圾桶。
全新面部识别技术将游客一一化为
不同的垃圾桶。游戏开始，参加游戏
的游客要根据自己的垃圾桶属性，选
择接住屏幕上不断掉下的各色垃圾
袋。当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和
可回收垃圾四种垃圾袋一齐下落，四
名游客左扑右闪，奋力接住各自所需
投放的垃圾，现场欢笑声一片。许多
孩子玩了一遍又一遍，也牢牢记住了
垃圾分类知识。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据了解，
市人大将根据法规实施情况适时开
展执法检查和评估，对公共场合收集
容器设置、可回收物体系建设等问题
加强后续研究，进一步提高法规的可
操作性，保障本市生活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管理目标顺利推进，
将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管
理提升到新水平，助力上海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

垃圾分类投放工作 青年带头践行表率

以青春姿态诠释垃圾分类新时尚

古美路街道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与艺播人工作室联合开展的垃圾分类彩绘宣传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