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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到2025年，全市常
住人口自觉履行生活垃圾分类
义务比例达到98%；居住区和单
位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稳定在
95%以上；市民对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满意度达到96%；生活垃
圾源头减量率达到5%以上；生活
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5%以上。”
《上海市持续优化生活垃圾全程
分类体系工作方案》提出了这一
生活垃圾分类“升级版”目标。
记者从昨天下午举行的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市生活垃
圾分类将更突出“精准”“精细”
和“绿色低碳”。

“上海始终保持全国第一”
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为人介

绍，2019年以来，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对全国46个重点城市和
超特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评估
中，上海始终保持全国第一。

目前，全市已建成焚烧厂15
座、湿垃圾集中处理设施10座，
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源化利
用总能力达到3.6万吨/日，可回
收物回收服务点1.5万余个、中
转站198个、集散场15个；自今
年9月起，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已达到43%；原生生活垃圾实现
零填埋。此外，全市规划新增7
座湿垃圾集中设施，其中6座已
开工建设，另外1座正在开展准
备工作。预计至“十四五”末，全
市焚烧和湿垃圾集中设施资源
化利用总能力将达到 3.8 万吨/
日，为本市日均约2.6万吨的干
湿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置提供
了基本保障，同时也为协同处理
其他固体废物提供了有力支撑。

王为人表示，近年来，上海
基本形成了垃圾分类“上海模
式”。但在分类实效、源头减量、

资源化利用等方面依然存在一
些薄弱环节。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
作的重要指示和回信精神，积极
打造生活垃圾分类升级版，本市
制定了《上海市持续优化生活垃
圾全程分类体系工作方案》，突
出生活垃圾分类的“精准”“精
细”和“绿色低碳”。

优化投放模式、以数字赋能
“精准”和“精细”从方案中

提出的“四项行动”中均可体
现。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邓建平
表示，计划通过提高分类投放的
便利性来达到提升市民获得感
和满意度的目的。

首先是将实施投放点改造
提升行动。具体可以用“微”

“专”“精”三个字概括：“微”是指
对全市2167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

进行微更新。“这些点位下一步
要配齐或更新固定式洗手池、除
臭、通风、遮阳防雨、照明等装
置，小包垃圾落地问题频发的点
位还要配置智能监管设备。”邓
建平介绍说。

“专”是指根据对现状的排
查和统计，考虑投放点周边居民
和投放管理的需要，到 2025 年
前，全市要对8073个误时投放点
进行专项改造，配置无需手动开
门、开桶，以及垃圾桶满溢、不分
类投放事件自动监测警示等功
能装置，保障误时投放点位的周
边环境卫生质量和投放实效。

“精”是指按照“五精”的要
求，即：分类管理精细化、投放环
境精致化、科技赋能精良化、回
收服务精制化、特色亮点精品
化。计划到 2025 年，全市建成
1100个垃圾分类精品示范居住

区，突显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
尚的示范性和引领性。

投放模式也将得到优化。
邓建平表示，将继续推进各居
（村）落实“一小区一方案”，除实
行上门分类收集的区域外，由居
（村）党组织牵头，在充分听取居
民意见、综合考虑物业保洁作业
力量等基础上，明确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定时定点”模式或者“定
时定点+误（延）时”模式。在一
些空间有限的住宅区域，还鼓励
探索新型的投放收集模式，如地
埋式投放、流动收集车等。同时
还将开展投放环境治理行动和
农村生活垃圾整治行动。

此外，方案中提出了推进
市、区、街镇三级“一网统管”场
景建设，以数字赋能实现生活垃
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的全程
体系数字化闭环管理的目标。

如提出探索生活垃圾清运公交
站牌式报时提示等智慧收运模
式，开发收运车辆到站提醒通知
功能，到2025年，各区至少推出
1条示范线路。

减塑、光盘 推动绿色低碳
生活垃圾分类的最终目标

是推动绿色低碳的“生态之城”
建设。方案中突出了“绿色低
碳”，提出了深入推进源头减量，
推进绿色餐饮，倡导“光盘行
动”，减少快递、外卖、电商等行
业过度包装，推动形成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的社会共识。实现
深度资源化利用，开展炉渣利用
项目建设，以及湿垃圾沼渣高值
低碳利用技术示范，全面提升资
源化利用水平。

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表
示，商务领域减塑工作将持续
推进。在商场超市方面，在本
市“能效领跑者”和国家绿色商
场创建考核评价标准中增加了
一次性禁限塑料制品使用、报
告情况。

针对电商，将指导电商平台
源头减量。“电商寄递方面，我们
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市邮政管理
局持续推进本市可循环快递包装
应用试点工作。目前，本市主要
品牌寄递企业的电商快件不再二
次包装比例已经超过95%。”在餐
饮电商方面，推动电商平台全面
上线外卖点餐“无需餐具”。

餐饮行业则将继续开启光盘
行动。刘敏表示，近期，市商务委
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社会
餐饮服务领域开展光盘行动的工
作方案》，以商务宴请、家庭宴请、
自助餐和餐饮外卖场景为重点，
健全餐饮行业光盘行动系列管理
制度和规范标准体系，探索建立
餐饮用户光盘行动奖励机制，开
展光盘行动示范店创建。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本报讯 昨日上午，记者从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获悉，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将于11月24日在上海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次大会以“全球视野下的
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
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文化
和旅游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协
办，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上海社
科院承办。

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沈
桂龙介绍了大会总体安排。据他
介绍，大会将于11月24日上午举
行开幕式及主论坛，宣布世界中国
学研究联合会成立并为2023中国
学贡献奖获得者颁奖，下午将在7
个会场举行4个平行分论坛。据
目前统计，将有200余名中方嘉宾
和200余名外方嘉宾参与大会。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海外
传播办公室李霁介绍了分论坛
一的相关情况。围绕历史、哲
学、文化等中华文明的底层逻
辑，分论坛一目前邀请到了27位
嘉宾，其中包括来自上海社科
院、国家博物馆、北大、人大、复
旦、厦大等院校机构的共15位中
国专家和分别来自美国、比利
时、英国、埃及、意大利等国的12
位外国嘉宾。

日程安排方面，主旨发言阶
段将有5位重量级嘉宾致辞，之
后分为两个分论坛，分别由两位
北大的教授主持。其余嘉宾围
绕相关话题进行发言和讨论。
就目前来看，多位嘉宾的演讲内
容和主题都与中国古典学和中
国历史文化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
局推广传播处李逸凡介绍了分
论坛二的相关情况。分论坛二
将立足中国的文明传统，探讨在
中华文化滋养下实现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中国路径，在全球化
时代创造性地回应人类社会共
同问题的中国方案，揭示中国道
路背后的世界意义。

该分论坛将采用主旨发言、
学术沙龙等方式进行，35名中外
嘉宾将出席该分论坛。其中，18
名国外嘉宾主要是来自英国、俄
罗斯、德国、日本等各国主要智
库和科研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
还有国际组织代表。17名国内
嘉宾主要是国内的高端智库、高
校代表和知名专家学者，包括社
科院、复旦、清华、北大等。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党政
办公室主任胡冰介绍分论坛三
的有关情况。复旦大学中国研
究院负责承办分论坛三。据
悉，中国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
2016年成为国家高端智库首批
试点单位。围绕中国道路、中
国模式和中国话语，分析中国
崛起的原因和规律，进行原创
性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中
国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教授
张维为将担任论坛主持人并发
表主旨演讲。

分论坛三将采用轻松的沙
龙形式，同时，为了加强交流，届
时将分为沙龙区和观摩区，嘉宾
们将分成四个小组依次进行分
组发言并互动讨论。

目前确定参与分论坛三的
中外嘉宾共有 32 人，大多是来
自各国的知名大学、研究机构
和智库的学者，也有来自各国
的政治、外交、商务领域的知名
人士。

清华大学文科处学科办主
任刘畅介绍了分论坛四的相关
准备情况。分论坛四将设立两
个分会场。论坛除了设置主旨
演讲环节，还设计了学术沙龙，
采用对谈的方式让与会嘉宾充
分讨论交流。

出席分论坛四的嘉宾目前
有28人，包含17名国内嘉宾和
11名国外嘉宾，由来自国内外
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共同
组成。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11月24日举行

立足中华文明探讨中国路径

沪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升级版”突出精准、精细、绿色低碳

两万多个投放点微更新 通风照明遮阳防雨

分论坛一

观念的叠进
思想、典制与器物所见中华文明

分论坛二

道路的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

分论坛三

文明的互鉴
比较视野下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分论坛四

学术的演进
代际传承与范式
转换下的中国学

上海高校学子开展科普宣传，积极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