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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眼

明确垃圾分类工作三大目标
《通知》明确2019年全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三大目标。
一是生活垃圾分类全面覆盖格

局基本成型。全市实现居住区、单位、
公共场所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70%
以上居住区实现垃圾分类实效达标。

二是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基
本建成。建成“两网融合”服务点
8000个、中转站170座。全市干垃圾
日均控制量不高于21000吨，湿垃圾
分类量日均高于5520吨，可回收物
回收量日均高于3300吨。

三是《条例》贯彻实施社会氛围
基本形成。举办垃圾分类及《条例》
普法为主题的“十、百、千、万”系列活
动，即：成立10支志愿者队伍，举办
100 场宣传活动，覆盖约 5800 个居
（村）委，发放800余万份宣传海报及
资料，人人知晓、普遍参与垃圾分类
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

6月1日前制（修）订一批配套文件
根据《通知》要求，垃圾分类工作

要被纳入基层尤其是居民区党组织
管理工作职责。市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牵头制订《条
例》配套制度清单，指导、督促市相关
部门在2019年6月1日前制（修）订
一批配套文件，与《条例》同步施行。

其中主管部门负责类包括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专项规划、可回收物回
收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单位生活垃圾
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生活垃圾总量

控制制度、“不分类、不收运”操作规
程、生活垃圾社会监督员制度以及大
件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等；需要协同推
进类。包括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宾
馆、餐饮服务单位不得主动提供的一
次性用品目录，快递业绿色包装标
准，菜场湿垃圾就地处理设施配置标
准，湿垃圾资源化利用标准等。

到年底干湿垃圾处置有标准
在垃圾处理方面，2019年，紧扣9

个已开工项目施工周期，加快推进三
个尚未开工湿垃圾项目今年上半年
开工；加快推进4个干垃圾项目，力争
今年一季度开工建设；到年底，干垃圾
焚烧处置能力达到1.93万吨/日，湿垃
圾资源利用能力达到5050吨/日。

未来，本市将继续推动“两网融
合”体系建设。坚持“线下线上相结
合”原则，拓展绿色账户可回收物管
理功能，将各区可回收物信息接入绿
色账户平台。同时鼓励社会第三方
再生资源企业将信息接入绿色账户
平台，逐步实现全市可回收物信息统
计科学化。建成“两网融合”服务点
8000个、中转站170座，继续推进浦
东新区、青浦区、金山区、闵行区和城
投集团托底保障的集散场建设，实现
居住区可回收物的便捷交投和资源
的集散利用。

提升分类收运能力，完成规范的
湿垃圾车辆配置900余辆，有害垃圾
专用收运车17辆，干垃圾车辆标识
全面规范。加强湿垃圾车辆技术研
发、选型和管理，确保分类收运整洁

规范，杜绝二次污染。提高分类中转
能力，加强中转环节分类标识的规范
性检查，优化全程分类体系对市民的
科普教育作用。

推动其他行业限制一次性用品
在源头减量方面，《通知》提出，

将推动旅馆、餐饮行业限制或减少使
用一次性用品，倡导绿色消费，推广
使用可循环利用物品，并组织开展联
合检查执法；加强对在本市经营的快
递业指导，提高快递包装物回收利用
率；加大净菜上市在标准化菜场和生
鲜超市、大型超市等场所的推进力
度；排摸本市农贸市场、标准化菜场
现状，落实新建和已建农贸市场、标
准化菜场的湿垃圾就地处理设施配
套工作。

同时强化执法监督。依托垃圾
分类全程信息化系统，规范收集运输
行为，杜绝混装混运现象。落实“不
分类、不处置”制度，强化处置设施垃
圾分类质量控制管理，每月至少开展
一次湿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可回收物
集散场的质量检查。

针对旅馆经营单位、餐饮服务
提供者、公共机构一次性物品提供
和使用，细化违法行为处罚程序，统
一处罚裁量基准，统筹部署垃圾分
类、餐厨垃圾等专项执法行动，严格
落实执法责任，重点针对收集容器
配置、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垃圾分类
收运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执法
检查，提高监管执法实效。并鼓励
社会监督。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天，市政协公布了
2019年度履职主要安排。根据市政
协党组领导要求，将年度协商计划、
民主监督计划、议政调研计划分开，
做到一体研究、一体部署，同时制定
市政协党组工作要点，形成“1个要
点+3个计划”的工作格局，充分体现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力促进政协
工作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据悉，
市政协今年首次制定年度民主监督
计划。

据悉，2019年度协商计划的主
要内容包含3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
议。议题分别为：建设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新片区，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
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抓
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重大机遇，深入推进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举措集中落
实、率先突破和系统集成。

今年的议题还包括5次专题协
商会，分别是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策
源、示范应用、制度供给、人才集聚高
地；深入推动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
健康有序发展；提高社会公共安全智
能化水平；打响“四大品牌”，建设世
界一流旅游城市；发挥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溢出带动效应，加快建设联动

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亚太的进口
商品集散地。

其中，13次专题通报会主要是邀
请市委常委通报本市纪检监察工作
情况，浦东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情况，
上海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情况，本市
统战工作情况，本市政法工作情况，本
市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情况，学习贯彻
中央有关政协工作的会议精神及本
市贯彻落实情况，本市党内法规工作
情况，本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情况，
2019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此外，市政协今年首次制定年度

民主监督计划，包括会议监督、专项
监督、视察监督、提案监督。

今年全市70%以上居住区实现垃圾分类实效达标

推动限制使用一次性用品

市政协公布2019年度履职主要安排

今年首次制定年度民主监督计划

《通知》提出将推动旅馆、餐饮行业限制或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今后这样浮夸的“一顿饭一堆
一次性包装”的画面，我们希望它随着垃圾分类的有效落实，越来越少。 青年报记者 赵一智 摄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今年7月1日就将正
式施行。市政府办公厅昨
天印发贯彻《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推进全程分类
体系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今年全市7成以上居住区
要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实效
达标，推动旅馆、餐饮行业
限制或减少使用一次性用
品。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周波调任辽宁省委
委员、常委、副书记

本报讯 中共中央批准：周波同
志任辽宁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
去其上海市委常委、委员职务。

李强：动员全社会
积极参与平安建设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下午
在会见第七届上海市“平安英雄”和
候选人代表时指出，当前，全市上下
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城市安全有
序、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要充分
发挥榜样先进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员全社
会积极参与平安建设，为加快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作出更大贡献。

李强同第七届上海市“平安英
雄”张琛、马玮玮、史一峰、周盟、田忠
宇、卞华、陈建华、魏刚、张军萍、夏永
新和候选人代表——握手，亲切交
流，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和
崇高敬意，向全市广大平安建设一线
的同志和平安志愿者致以亲切问候。

在认真听取“平安英雄”代表马
玮玮、魏刚的发言后，李强说，城市需
要平安，需要千千万万的平安英雄。
大家来自各个方面，在平凡的岗位上
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为平安上海建
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大家爱岗敬业
的执着信念、攻坚克难的意志品质和
做人做事的乐观向上，让人深受教育
和鼓舞，你们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

李强说，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安
全有序运行，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共同
努力。要大力宣传弘扬“平安英雄”
的事迹和精神，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让我们这座城市涌现更多的平
安英雄。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再立新
功，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
更多人立足各自岗位，从一线源头抓
起，从点滴事情做起，人人尽责、人人
参与，共同守护城市平安，切实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马玮玮、魏刚表示，获评“平安英
雄”是莫大荣誉，深感责任重大，要继
续拿出“走遍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
语、付出千辛万苦”的韧劲，以一颗赤
诚之心坚持为市民群众排忧解难，不
辱使命、不负信任，为推进平安上海、
法治上海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昨天晚上，以“万家灯火·平安上
海”为主题的第七届上海市“平安英
雄”颁奖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新一
届上海市“十大平安英雄”受到表彰。

市领导陈寅、诸葛宇杰、沙海林、
龚道安、徐逸波，市高级法院院长刘
晓云、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武警
上海市总队司令员李伟等参加相关
活动。

苏昆沪将迈入
轨交同城时代

记者26日从中铁上海工程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苏州轨道交通S1
线日前正式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该线路建成后将连通苏州工业园区、
昆山中心城区、上海花桥地铁站等
地，助力苏昆沪迈入轨交同城时代。

据了解，苏州轨道交通S1线是
苏州市首条市域轨道交通线路，也是
首条与上海轨道交通线网对接的线
路。通车后S1线从苏州工业园区出
发，预计55分钟左右就能直达上海
地铁11号线花桥站。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