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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雷茂盛

在近现代都堪称时尚洋气的“远

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经过改革开放

40年来速度与激情式发展，在经济、

金融、科技等硬核实力加持下，于

2018年1月4日发布了“上海2035”，

规划了自己的诗和远方，即到2035年

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这个引起公众热议并被持续刷

屏的“上海 2035”，就是酝酿 5年之

久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

2035年）》。

与170多年前被迫打开国门、通

商互市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全球化不

同，21世纪的上海，此番主动提出建

设全球城市的战略议题和目标，不仅

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

作为国内首个“全球城市”的探路

者和先行者，上海此举，旨在为应对世

界城市化困境、特别是“大都市病”提

供一个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

除了总目标，“上海2035”还从经

济、社会、环境3个维度，提出3个分

目标：全面建成创新之城、人文之城、

生态之城。

为此，上海从转变城市发展模式

入手破题，将生态环境要求作为城市

发展的底线和红线，通过锚固城市生

态基底，力促新旧动能转换，从而实现

高端产业聚集。

打造黄浦江两岸世界级滨水区

域、出台构建全社会责任体系的全过程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滚动实施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启

动苏州河水体综合整治四期工程……

上海自此踏上追逐诗和远方之旅。

曾见证了上海从小渔村到工业

化、后工业化时期的黄浦江，其滨江工

业岸线如今变成了什么模样？“史上最

严垃圾分类新政”实施4个月后，上海

市民干、湿垃圾“拎得清”了吗？曾是

上海惟一郊县的崇明岛，离世界级生

态岛还有多远？

日前，记者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

访团一行奔赴上海，就上述话题进行

了深度采访。

工业烙印融入文化气质
向世界级滨水区华丽转身

曾经，提起上海，无一例外必提外

滩的“万国博物馆”、陆家嘴的摩天大

楼、东方明珠塔，以及世博会中国馆那

号称“东方之冠”的中国红。

如果说外滩与陆家嘴的高颜值，

成就了上海的魔幻现代化国际“范

儿”，而浦江两岸其他滨江工业岸线，

则成为这座全国最大工业城市难以忘

却的独特记忆。

作为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上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曾有过产业结构

调整的阵痛，伴随机器轰鸣声远去，

许多曾风光无限的工厂和企业也渐

次消失。

那时，沿着工厂、码头林立的浦江

两岸，遍布废弃的厂房和围墙，天晴是

阵阵飞沙走石，下雨则道路泥泞不堪。

与世博后滩、浦东前滩隔江相望

的徐汇滨江岸线即为其中之一。

作为新中国产业变迁的缩影，徐

汇滨江岸线集“铁、煤、砂、油”的大工

业厂区于一体，上海最大的水泥厂、最

早的机场、最早的水陆联运煤炭码头

等都曾在这里留下印痕。因是一条

封闭的传统工业岸线，以至于很多人

不知其存在。

2010年，徐汇滨江岸线抓住世博

机遇，力推从传统工业岸线向生活岸

线转型。在这一场场大变脸中，运煤

传送带变成空中步道,码头上巨大的煤

漏斗变成美术馆走廊……众多工业遗

存实现了向创意时尚地标华丽转身。

在此基础上，徐汇区开启新一轮

产业转型与城市更新。对标伦敦南

岸、巴黎左岸，将徐汇滨江岸线取名为

西岸，重点推动“一港一谷一城”，即西

岸传媒港、西岸智慧谷、西岸金融城。

如今，徐汇滨江岸线成为新晋网

红打卡地，被誉为“上海最美跑步

胜地”。

实现逆袭的不仅是西岸。受益

生态修复、以宝钢闻名的宝山区，从

曾经钢花四溅的钢铁重镇，转型成为

以邮轮经济和智能智造为特色的现

代化滨江新区；从“工业杨浦”到“知

识杨浦”再到“创新杨浦”，上海最大

的工业区杨浦，也抖落满身铁锈变脸

创客梦工场。

据上海市住建委浦江开发协调处

副处长赵炅介绍，早在2002年，上海

就正式布局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确

定了黄浦江两岸从生产型向生态、生

活和综合服务型转换。通过动迁企

业、新建绿地、新增亲水岸线等措施，

在同步推进地区功能开发和产业转型

的同时，逐步将工作重心聚焦到公共

空间上来。

2015年，黄浦江两岸范围内生产

功能逐步向外转移，动迁单位约3400

家，为高端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

2016年，上海围绕“两岸开发，不

是大开发，而是大开放”的理念，将原

有的工业烙印融入其文化气质之中，

努力把黄浦江两岸建设成为市民共享

的公共空间。

历经多年努力，累计投入约百亿

元，上海黄浦江两岸45公里岸线的公

共空间，于2017年12月31日正式全

线贯通，并向市民开放。

到 2020年，黄浦江两岸将按照

“迈向世界级滨水公共开发空间”的愿

景，打造“可漫步、可阅读、有温度”的

魅力水岸空间。

垃圾处理前后端成闭环
向卓越全球城市对标看齐

对标卓越全球城市生活方式，今

年夏天魔都又率先掀起了一场新时尚

运动。

今年 7月 1日，被称为“史上最

严垃圾分类新政”的《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

式实施。

《条例》的实施在全国引发一股垃

圾分类热潮，垃圾分类的概念在持续

热议、全网刷屏中逐渐深入人心，全国

多城特别是46个重点示范城市积极

响应，上海新政在垃圾分类史上被赋

予里程碑式的意义。

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总工

程师朱心军透露，自“新政”实施以来，

分类实效提升程度与居民参与的积极

性、主动性皆远超预期。全市1.2万余

个居住区达标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

提升到目前的80%。同时，上海进入

末端的垃圾种类、产量合理化特性都发

生了明显变化。截至9月底，上海市可

回收物回收量已达到每天5600吨，较

2018年增加了5倍；湿垃圾分出量达到

每天9009吨，较2018年底增长130%；

干垃圾处置量控制在每天15,275吨，

相比2018年底减少26%。

这一成绩单背后，是领导重视、

聚焦重点、全程管控、制度保障的力量

推动。

“上海把垃圾分类作为推动上海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

内容，全力推进垃圾分类。体现在主

要领导亲自抓、四套班子合力抓、合纵

连横系统抓。”朱心军介绍说，上海市

委书记李强多次深入现场，调研生活

垃圾分类全程体系建设。上海市委副

书记、市长应勇也反复强调：“加快提

升生活垃圾末端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

处理的能力，在上海当下远比建几幢

楼重要得多。”目前，全市建立了以各

级党政主要领导牵头负责的“市、区、

街（镇）、村（居）”四级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推进工作机制。

众所周知，垃圾分类涉及管理链

条长，协调难度大，为此，上海坚持统

筹兼顾，前中末端齐推进，努力构建环

环相扣的管理体系。

在前端增强社会认同度。扎实开

展社会宣传、全面推动社会动员、积极

营造浓厚氛围，上海市教委还将垃圾

分类知识纳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作

为全市中小学“开学第一课”。

在中端完善设施适配度。全面规

范生活垃圾各环节标识和作业管理，

落实分类驳运责任，坚决杜绝混装混

运。建成湿垃圾、干垃圾、有害垃圾等

分类清晰的生活垃圾清运系统，完善

水上集运系统，集运能力达到1.8万

吨/日。改造中转设施，重构可回收物

专项收运系统，初步形成“两网融合”

点、站、场回收利用体系。

在末端加大投入保障度。初步统

计，上海垃圾分类总投入累计达到200

亿元，其中，前端分拣、运输体系投入40

亿元，末端设施建设投入160亿元。

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上海注重

依法治理，强化托底保障，通过开门立

法求共识、加强考核重实效、严格执法

动真格等一系列措施，确保长效管理。

每月对各区、各街镇垃圾分类容器配

置、社区宣传、分类驳运、自我检查、品质

抽查等相关指标进行抽查和评估，建立

对各区、各街镇的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的

满意度测评制度，有关结果在报刊等

媒体上予以公布，主动接受社会舆论

监督。

按照“强制分类”要求，上海城管

执法部门积极动员，仅今年7月1日～20

日，上海城管执法部门针对生活垃圾违

法违规行为，共教育劝阻相对人9670

起，责令当场或限期整改6436起。

生态立岛强化产业支撑
向世界级生态岛目标冲刺

采访团一行踏上素有“东海瀛

洲，长江门户”之称的崇明岛，满眼

皆是成片的芦苇，在秋阳映照下随

风摇摆。

“崇明以上海1/5的陆域面积，贡

献了全市自产农产品的1/3，可以说，

上海的风、上海的水、上海的空气都

和崇明有关。”崇明区委常委、副区长

吴召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笑称。

据了解，位于万里长江入海口与

东南沿海大通道交汇处的崇明岛，是

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和中国第三

大岛，是上海重要的生态屏障。

生态也是崇明最大的财富。早

在本世纪初，上海就提出崇明生态岛

建设理念。2016年9月，上海又提出

举全市之力支持崇明建设世界级生

态岛。

为此，崇明始终坚持生态立岛的

总原则、总目标，努力把崇明打造成为

长三角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

的标杆和典范。

在滚动实施 3年行动计划的同

时，崇明突出规划引领、严守生态底

线。并率先开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示范区建设，积极探索区域绿色转型

发展新路，创新设立绿色发展理念、绿

色生态系统、绿色人居环境、绿色产业

体系、绿色生活方式等5大类25项核

心指标，明确做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农林废弃物处理

“三个全覆盖”。

在强化产业支撑上，崇明始终坚

持发展符合生态岛定位的高能级、

高质量产业，通过科学布局生态产

业体系，持续提升生态产业品质。一

是聚焦打响崇明绿色农产品品牌，加

快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逐步实现

“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不上岛”，全力

打响“两无化”特色品牌。二是以承接

2021年中国花博会等重大活动为契

机，大力促进花卉产业与旅游、会展

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海上花岛，推动

花卉产业成为世界级生态岛的有力

产业支撑。三是加快绿色制造转型

升级，大力培育海岛特色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严格落实产业准入清单

和负面清单、红榜企业制度实施办

法，加快推动产业园区转型发展；积

极引导船海产业高端制造、研发设

计及生产性服务类企业集聚发展，

打造我国海工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

重要载体。

通过大力推进“+生态”“生态+”

战略，生态立岛已融入崇明经济社

会发展的全过程，崇明也被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誉为“太平洋西岸难得

的净土”。

民族工业摇篮欲向卓越全球城市逆袭
探路“大都市病”解决方案，上海将生态环保作为城市发展的底线和红线，通过锚固城市生态

基底力促新旧动能转换，从而实现高端产业聚集

“ 我 住 长 江 尾 共 保 一 江 水 ”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力推生态环保领域立法和监督，

在确保法规管用有效的同时助力法规制度落地

□ 本报记者 雷茂盛

“上海历来重视环境保护，自2000

年起滚动实施环保3年行动计划，每年

保持国民生产总值3%的投入强度，持

续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染治

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城建环保

委委员魏东日前向中华环保世纪行采

访团介绍情况时说，近年来，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大力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的立法和监督，并围绕水环境治

理开展了系列执法检查，有力地推动

了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

为依法推动水环境治理，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一方面稳步推进立法，全

面构建治水、管水、护水的法治体系，

围绕河道管理、饮用水水源保护、水资

源管理等制定了7部涉水的地方法

规，今年还启动了《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的修改工作，并将在今年11月份

提交常委会审议。

另一方面加强全方位监督，受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托，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开展了《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

保护法》执法检查，并对《上海市水资

源管理若干规定》实施情况进行执法

检查。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紧扣法律

法规规定，围绕重点制度的落实情况

和法律法规实施中的主要问题，赴各

区实地调研，查找管水治水短板。还

委托同济大学围绕上海水污染防治法

实施的整体情况和城镇污水收集处

理、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等同步开展

第三方评估，从专业的角度深入查找

问题，共寻改进之策。

据魏东透露，通过执法检查，上海

市人大常委会共向政府部门指出了

30余条问题，同时提出相应的执法监

督意见，并通过持续跟踪监督，督促政

府部门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切实采取

措施，将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到实处。

为体现“我住长江尾,共保一江水”

的责任，筑牢长江口生态环境保护法治

防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于2017年通

过了《关于促进和保障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的决定》，规定崇明岛实施高于

全市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

准。同时，为在崇明生态岛建设工作中

推进改革创新，授权上海市政府可以在

崇明生态岛建设中先行先试。

谈到“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新规”的

出台背景，魏东介绍说，2017年，上海

市人大常委会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列入立法

调研项目，2018年列为正式立法项

目。围绕“三化”目标和全程分类制度

构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先

后参加了30多次调研和专题研究。

为凝聚社会共识，连续两年组织市、区

人大代表带着垃圾分类主题联系社

区，面对面听取基层一线和居民意见，

并连续两年面向人大代表和社区居民

开展多达3万余份的问卷调查。《条

例》草案提交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后，常委会领导对《条例》草案中有关

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相关规划的

编制和实施等问题进行四次专题协

调，推动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达成一

致意见，使法规的制度设计更加接地

气、易操作。同时，积极开展宣传，发动

代表全程参与并充分发表意见，最终

使条例在人代会上以98.08%的赞成

率获得通过。

为推动法规有效落地，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在《条例》通过后，便及时启动

专项监督，做到立法和监督接续发力、

无缝衔接。经过随机暗访查实情，层

层深入破瓶颈，力促加快补齐短板。

并推动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即知即

改,及时向市、区政府传递检查调研中

发现的各类问题，梳理出6大类31个

问题，要求相关部门加强研究整改；在

暗访基础上，推动各区互督互学，对市、

区各级政府的工作形成有力促动。

自1920年起，伴随民族工业在苏州河两岸聚集，大量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入河中，致河水开始出现

黑臭现象，到1978年，苏州河在上海境内全部遭受污染。1988年上海启动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自1996

年起，分四个阶段拉开综合整治序幕，通过边治水边清退两岸落后产能，努力打造一批高科技产业园区。历

经几代人30多年的努力，昔日“黑如墨、臭如粪”的苏州河，如今重现水清岸洁的景象，沿岸亦实现了生态环

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 （上海梦清园林管理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