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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昨天
上午，以“智行生态 智绘未来”
为主题的上海市智能制造特色
产业园区推进大会在奉贤召
开。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
城在会上透露，上海将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发布落实
建设100+标杆性无人工厂专项
行动方案（2020- 2022 年），到
2022年建设100家标杆性无人工
厂、打造10家示范性智能工厂。

吴金城表示，上海将围绕五
个方面推进15项重点举措。首
先要抓好应用和供给两端，重点
实施“10030”工程，到2022年建
设100家标杆性无人工厂、打造
10家示范性智能工厂、培育10
家世界一流智能制造系统集成
商、搭建10家垂直行业工业互联
网平台；预计新增1万台机器人，
拉动新增投资300亿，生产效率
平均提高20%以上，运营成本平
均降低20%以上。其次要抓住数
字新基建、在线新经济重大机
遇，着力打造上海智能制造新高
地，加快形成“新基建+新经济+
新智造”上海样板。第三要抓实
特色产业园区建设，打通“基地+
基金+人才”生态圈，聚力培育新
增量、新动能。

据介绍，上海将重点构建无
人工厂储备库，聚焦供给端优化
能力，编制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
推荐目录，提升工业互联网平台
知晓度和用户粘性，融通智能制
造解决方案和赋能工具箱；聚焦
应用端深耕行业，持续推进汽
车、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绿色化工及新材
料等领域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加快建设5G、人工智能、大数据
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强化智能
制造推进的科技、数据和网络基
础；加快推进一批数字新基建、在
线新经济赋能的智能制造高端项
目，助力稳增长、促投资、增效能。
设立100亿元规模的上海智能制
造产业投资基金，鼓励风险投资、
股权投资融入智能制造行业；依
托智能制造人才培训基地，分批
次培养200名首席规划师。

全系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
求，坚持维护城市环境和助力
经济发展两手抓、两手硬、两手
赢：2019 年 7 月 3 日，市局出台
《推进夜市经济发展的指导意

见》，要求配合属地政府科学规
划、设置夜市，明确经营时段、
区域、范围，不得扰民、破坏生
态环境、影响公共安全。2020
年 4月，市局出台《支持特色小
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对设置集

市、摊点和外摆位主体，实行条
件管理，要求需经批准。一是
咖啡、奶茶、特色小吃、特色手
工艺品等特色小店在建筑物规
划红线范围内可实行外摆位经
营。二是特色小店等商家可利
用商厦门前广场等公共空间开
展商业促销活动。三是支持配
合属地政府因地制宜规划设置
夜间集市、周末集市、特色集
市，满足市民群众多层次消费

需求，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
四是指导帮助特色小店落实门
前环境卫生责任，认真做好生
活垃圾分类、餐厨垃圾和废弃
油脂规范处置等工作，营造安
全卫生的消费环境。根据《上
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等法规，对未经批准设置的夜
市摊点和“外摆位”等行为，依
法严格查处，维护街面市容环
境秩序。

上海如何规范发展夜市经济、特色小店

有序“放”规范“管”精细“服”

在疫情常态化的当
下，夜市、餐饮等民生相
关的小微领域如何管理，
才能既帮助他们纾困，又
能保证城市管理的良好
秩序？昨天，上海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徐
志虎做客2020上海民生
访谈，就市民普遍关注的
摆摊规范、轻微免罚及柔
性执法等话题，展开了一
系列解读。 青年报记者 冷梅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
击，我们制定了“轻微免罚”制

度，通过我局官网，免罚清单在
4 月 28 日至 5 月 6 日向全社会
公开征求了意见。对 12 项违

法行为，对情节轻微、及时纠
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实行

“首违”免罚。
其中，市容环境4项：1、户

外设施的设置者，未对户外设施
进行维护保养，图案、文字、灯光
显示不全或者破损、污浊、腐蚀、
陈旧的，未及时修复的；2、经营

主体占用道路、广场从事经营性
车辆清洗活动；3、施工单位未按
照要求在建设工地设置生活垃
圾收集容器；4、从事市容环境卫
生作业服务的经营主体，未遵循
市容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规范，未
达到城市容貌标准和城市环境
卫生质量标准。

静安区安义夜巷限时步行
街位于静安寺南京西路商圈，全
长264米。运营时间在每周六、
周日及国定节假日，从中午12点
至晚上23点。全新升级的安义

夜巷划分了夜巷花园、有机农
场、南广场、花园舞台、酒吧街、
迷你高尔夫、娱乐互动七大特色
板块，经营品种聚焦艺术文化、
轻餐饮等环境友好型消费业态，

并明确要求商户严格落实环境
卫生责任制和垃圾分类等规定，
实现了活力与秩序的统一。

要求经营方严格落实“五
定”标准，具备工商营业许可证，
特别是对餐饮商户，要求具备食
品安全许可证，从业人员具备健
康卫生证，确保食品安全。主办
方为防疫也做足了准备。除了

定点定时做好清洁消毒，主办方
准备了口罩供给游客使用，设置
了收集口罩专用垃圾箱，工作人
员会提醒市民游客佩戴口罩。
为控制人流，主办方升级了人员
统计系统，一旦每小时客流超过
3500人，将采取限流措施，引导
部分市民游客暂时到嘉里中心
等周边点位。

2019 年 7 月 26 日及 8 月 9
日，徐汇区商务委会同区公安分
局、区建管委、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区绿化市容局、区城管执法
局等部门，就区内“夜间经济”试
点商业体内餐饮单位设置外摆
位提出如下意见：

1.外摆区域要加强安全管理，
利用好技防、人防、物防手段，防止
扒窃拎包，盗三车案件的发生。

2.外摆区域不得占用人行
道、城市道路、消防通道及消防
登高场地。

3.外摆就餐区域的餐位数量
不得超过本店实际现有餐位数
量的30%。

4.外摆就餐区域仅作为消费
者就餐场所，不得在外摆就餐区

域内从事食品加工制作和销售。
5.不得供应《食品安全法》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上海市
人民政府关于本市禁止生产经
营食品品种的通告》中规定禁止
经营的食品品种。

6.设置外摆位的餐饮单位需
保持外摆区域环境卫生，做好门
责。

如已有10余年历史的武康
庭，近年来在引入各类高端轻餐
饮和国际权威艺术画廊等时尚
元素后，逐步形成更为精致的街
区业态。作为徐汇首批夜间经
济试点区，武康庭在延长营业时
间，发展夜间经济的同时，充分
考虑到武康庭的周边居民，避免
噪声扰民，与居民和谐相处，让

更多市民体验海派夜生活风
情。在商户装修阶段，由于距
离居民楼较近，武康庭运营方
就介入指导。如商户夜间照明
尽量与园区同步，采用暖色灯
光，夜间户外座位多采用蜡烛
照明，不额外增加光源，营造出
柔和典雅的气氛，降低光污染的
可能。

在招商阶段，武康庭就对
园区夜间经济进行规划。除餐
饮业态，武康庭借助老洋房、老
马路优势，开设了珠宝店、葡萄
酒鉴赏店、画廊、跨界设计师时
尚生活馆、古董店等复合型业
态。这些不会产生大量光源、
噪音和油烟的业态，大多靠近
居民区，而酒吧、西餐厅等则
集聚在内庭或沿马路的高
层建筑内。此外，商户播放
的音乐大多为轻音乐，为打
造“慢生活街区”搭配最合
适的背景音乐。

打造百家无人工厂
降本增效超20%

目前城管执法针对夜间经济的主
要法规依据有哪些？

哪些措施有助于夜间经济做好疫
情防控？

提到城市精细化管理，也说到管理
要弹性。如何来体现城市的温度？

如何实施“轻微免罚”制度和推行
柔性执法？

▲6月15日，游客在上海市愚园路上的
一家酒吧享受夜晚休闲时光。

6月15日，人们在上海市五角场太平
洋森活天地逛夜市。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

特色小店在建筑物规
划红线范围内可实行外摆
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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