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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为功推进垃圾分类

李

景

近日，上海开展的垃圾分类工作满意度

评价结果显示，98%以上市民对上海垃圾分

类工作表示满意，全市居住区和单位分类达

标率均达到 95%。不过，调查也发现，垃圾混

投问题仍时有发生，应引起重视。

生活垃圾分类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解

决的难题。前端的混投会使得后端二次分类

处理举步维艰，导致生活垃圾分类打了折扣，

大量可资源化利用的垃圾无法有效利用。对

此，各地都已将垃圾前端分类摆到了重要位

置，取得一定成效。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新问题浮出水

面。比如，在交通枢纽、道路广场、旅游景区

等公共场所混投情况仍有发生，可回收物和

干垃圾投放质量不高；住宅小区志愿者撤守

后，有的社区垃圾分类投放质量有所下降。

这些问题并非上海独有。为此，要采取

有针对性的措施，推进分类落实到位。此外，

对公共场所垃圾箱设施配置也要进一步优

化。比如，在人流集中区域适度加大密度。

在垃圾箱制式上，现有的箱体一般都是一边

可回收，另一边投放其他垃圾，可以优化垃圾

箱配置，更合理划分投放空间。

在社区，分类投放质量下降，与监督力度

有所减弱有关。实施垃圾分类政策，要加强

监督，帮助居民逐渐形成自觉，监管力度不能

放松。可以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在重点区域

和问题区域加码，在志愿者监督、城管执法、

物业共治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同时，在个人生活垃圾投放管理上也应

当注重赏罚分明。处罚方面，除罚款外，还可考虑完善处罚方式，增

强效果，切实减少混投。奖励方面，可探索对垃圾分类问题区域实

行激励措施。

总之，虽然垃圾分类法治化规范化成果丰硕，但仍然要久久为

功。即便大多数单位和个人已经逐渐形成好习惯，但适当的、有针

对性的监管仍然不能缺位，全民垃圾分类依然有赖于政策的完善、

监督的有效以及民众的共识与行动。

海南三亚深耕优势特色领域——

打 造 自 贸 港 建 设 新 标 杆
本报记者 王 伟 潘世鹏

12 月 5 日，“探索一号”科考船载着载

人潜水器“奋斗者”号，携带一批珍贵的深

渊水体、沉积物、岩石和生物样品返回海南

三亚南山港，一同靠港的还有来自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

校的 17 名科技人员，其中有 8 人首次下潜

进入万米深度。

沐浴着改革春风，三亚从一个小渔村

蜕变为著名旅游城市，天涯海角、椰风海

韵、椰梦长廊成为其代名词。如今，借着建

设海南自贸港的东风，三亚持续打造金融

中心、开展南繁研究、进军深海领域，高质

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基金企业抢滩布局

今年以来，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工作

人员林诗婷十分忙碌。“国内头部私募、公募

基金管理公司常来园区考察，了解自贸港特

殊政策。我们需要提供贴心服务，做好对接

落地等工作。”林诗婷告诉记者，基金管理公

司纷纷落地是一年来园区发展的最大亮点。

10 月中旬，继数十家知名私募基金机

构落地后，公募基金管理公司金鹰基金在三

亚中央商务区设立三亚首家公募基金省级

分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

两年前，三亚市出台了《高标准高质量

推进金融业发展扶持奖励暂行办法》，以现

金奖励的方式鼓励金融机构落户三亚。在

此基础上，今年 11 月 15 日，三亚中央商务

区管理局发布《关于支持开展私募股权二

级市场交易的若干措施》（简称《措施》），鼓

励吸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集聚。

“作为专门鼓励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

易集聚的政策，《措施》具有创新性，力度很

大 。”海 南 现 代 管 理 研 究 院 院 长 王 毅 武

表示。

《措施》政策叠加优势明显。一方面基

金管理公司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企业所

得税”双 15%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外资企

业可通过 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快

速进入中国，投资中国优质资产和企业；内

资企业可通过 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

人）在境外开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推

动海外资产配置和投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投资便利是三

亚中央商务区的一大特点。“以 QFLP 基金

落地为例，三亚中央商务区没有资金规模

要求，而且在 5 至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注册

工作，投资十分便利。”三亚中央商务区管

理局副局长陈默说。

截至今年 10 月 31 日，已有红杉、高瓴、

方源、春华等百余家头部基金管理公司在

园区注册，发起设立人民币基金 30 余只，

私募基金管理企业逾百家。

“南繁硅谷”稳步建设

9 月 26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

南繁学院落户；10 月 9 日，中国种子集团有

限公司迁入；10 月 27 日，中国农业大学三

亚国际玉米研究中心落地；11 月 13 日，非

人灵长类种质资源与模型研发中心开工；

11 月 15 日，贾银锁院士工作站进驻⋯⋯短

短几个月，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喜事不断，都

与“种质”有关。

为进一步推动三亚“南繁硅谷”建设蓬

勃展开，今年 5 月 12 日，海南省崖州湾种子

实验室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成立。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是海南省为支撑

国家‘南繁硅谷’战略和海南种业产业发

展，协同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各大高

校以及相关种业企业等进行顶层设计而成

立的。目前，实验室已进驻 40 个团队、750

名科研人员。”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执行主任

陈凡说。

在科研平台的支撑下，三亚“南繁”科

研成果层出不穷。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

改良中心刘方东博士第一次尝试春季在海

南进行大豆南繁育种，“试验亩产超 500 斤，

远超国内平均亩产 270.5 斤标准”，有利于

推动大豆产业在海南由南繁加代转变为鲜

食大豆的全年育种研发、由育制种向鲜食

大豆产业链、由季节性农业产品向全年供

给性产品拓展。

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规划用地 6028

亩，作为“南繁硅谷”的核心载体，周边配套

规划 631 亩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

基地起步区、3 万亩南繁核心育种基地以及

5000 亩生物育种专区。

依托自然气候优势及自贸港制度优

势，三亚筑巢引凤，吸引包括先正达、德国

科沃施、荷兰科因公司等行业巨头，中科院

种子创新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国字

号大院大所纷纷进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加快“南繁硅谷”建设步伐，为打赢种业翻

身仗，造中国种子“芯片”助力。

深海科技不断突破

海南探索发展深海产业，三亚走在了

前列。2020 年 3 月 10 日，中科院“探索一

号”船载着“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南山港码头启航；2021 年 3

月 16 日，国之重器“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在三亚正式交付，在马里亚纳海沟

成功坐底，坐底深度 10909 米；上海交通大

学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研究院研制的深海

重载作业采矿车样机，首次实现采矿车海

底大曲率曲线路径高精度跟踪，对满足我

国未来海底矿产资源工程开发具有重要

作用⋯⋯

“做强公共科研平台，做优深海产业项

目，我们力争把浅海的产业、企业引入深海

领域，把深海的科研成果在浅海领域进行

有效转化，着力以海洋生物技术、海洋信息

科技等关联产业为突破口，积极推动全球

生物谷（三亚）、国家化合物样品库深海化

合物资源中心、深海科技与生物医药产业

链落地，强化辐射引领，拥抱产业新蓝海，

实现深海科技产业集群化发展。”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今年 9 月初，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公共

科研平台——招商三亚深海装备产业园研

发厂房竣工，可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包

括研发、测试、生产、办公等功能的全链条

创新空间。

招商蛇口海南区域副总经理史晓强表

示，包括中科院深海所深海大型仪器设备

共享平台、西部超导设备研发生产中心、德

国旭格智造基地等一批优质储备项目将在

招商三亚深海装备产业园开展。

目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以深海科技

产业生态为核心，以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

为驱动，以产学研深度融合和港区城协同

发展为特色，正集聚全球深海科技创新资

源，力争建设国家深海基地南方中心。

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周红波

表示，三亚将用好海南自贸港政策，立足强

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大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和产业平台建设，吸引更多优

质产业项目集聚落地，积极探索新路径，在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打造新标杆。

“枢纽商都”正崛起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投资 30 亿元的梁园万达广场建成开业，投资 30 亿元的红星美

凯龙爱琴海正在加快建设，投资 12 亿元的高铁绿轴下沉式商业广

场即将竣工⋯⋯眼下，河南商丘梁园区正处在高端商贸集聚发展

转型期。

商丘，是河南省继省会郑州后第二大交通枢纽中心，而梁园区

是这一交通枢纽承载地，是枢纽经济建设主战场。

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是梁园区的优势和品牌。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以梁园市场、金鹰批发市场、京陇商贸城三大专业市场为标

志的梁园传统商贸业辐射豫鲁苏皖 4 省 30 余县市。

2007 年，梁园传统商业开始提档升级，丹尼斯、大润发、万达

广场、红星美凯龙等先后落地。以平原汽车城、特色小吃一条街、

广告文化创意一条街等特色商业街为主的 10 分钟商圈达 20 多个。

枢纽优势有效拉动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据统计，该区内

纳税千万元以上企业达 38 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了医药健

康、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主导产业集群，落地关联企业 95 家，产

值达 256 亿元；加速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建立了国家级孵化器、

商丘大学科技园等创新平台，拥有院士工作站 1 个、博士工作站 5

个，省级研发平台 44 个。

放大优势、利用优势是实现目标的关键所在。梁园区统筹推

进传统商业、新兴产业、电子商务等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优

势，线上线下共同发力，一个充满生机的“枢纽商都”在中原大地

崛起。

梁园区委书记张兵说，打造“枢纽商都”，梁园区综合优势得天

独厚，创业基础坚实厚重，营商环境风清气正。当前商丘正加快建

设贯通联动的综合交通枢纽，依托现有高速公路网、国省干线公路

和“三环九放射”骨干道路，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发挥高铁核心区

引擎作用，并积极配合京雄商高铁建设，全力配合推进商丘机场建

设，打造集铁路、公路、航空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

北京石景山区加快城市更新

—
—

产业转型迸发区域活力

本报记者

杨学聪

“五纵五横”路网体系

逐 步 完 善 ， 首 钢 园 北 区 冬

奥 、 石 景 山 、 工 业 遗 址 公

园 三 大 片 区 今 年 底 前 全 面

完 工 ⋯⋯ 作 为 首 都 中 心 城

区 的 石 景 山 区 ， 正 以 城 市

更 新 优 化 提 升 首 都 功 能 ，

以 产 业 转 型 构 建 现 代 产 业

体 系 ， 树 立 京 西 高 质 量 发

展新标杆。

首 钢 园 金 安 桥 区 域 连

同一号二号高炉区，是首钢

工 业 遗 址 保 留 较 为 完 整 的

区 域 。 随 着 金 安 桥 站 交 通

一体化项目基本完工、年末

即将整体对外亮相，这里成

为 首 钢 园 内 集 科 幻 产 业 为

特 色 的 高 端 办 公 、餐 饮 购

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最新

活力社区。

一 号 高 炉 炉 体 上 硕 大

的“超体空间”标识牌分外

醒目，将成为京津冀地区最

大的 VR 综合体验馆，打造

虚拟现实博物馆、沉浸式剧

场、VR 电竞等新消费业态，

成为集文化、科技、娱乐于

一 体 的 新 型 潮 流 综 合 乐

园 。 这 里 距 金 安 桥 地 铁 站

不远，步行几分钟可至。

“北区冬奥、石景山、工

业 遗 址 公 园 三 大 片 区 今 年

底前全面完工。”首建投公

司副总经理王达明说，园区内人才、织补

区两个片区，正依据市场需求逐步释放

空间，实现了土地资产价值最大化，并积

极探索商业模式，引入有专业运营管理

能力、高端客户资源和资金实力的国际

化公司开展合作。

“首钢曾是首都工业的标杆，今天仍

是北京西部地区发展的带动力量。”石景

山区西建办副主任李如松告诉记者，首

钢搬迁停产后转型成为高端产业综合服

务区，带动石景山区二三产业占比完成

7∶3 到 2∶8 的逆转，实现传统重工业区到

绿色高端之城的华丽转身。

北京市发布的《加快新首钢高端产

业综合服务区发展建设 打

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

标行动计划（2019 年—2021

年）》，力争到 2035 年左右，

把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

区建成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

新 时 代 首 都 城 市 复 兴 新

地 标。

3 年 来 ，石 景 山 区 陆 续

建成新首钢大桥、六工汇、冬

奥广场等一批标志性工程；

打造国内外“首发”“首店”

“首秀”“首演”品牌；建成全

市首个体育产品公共保税仓

库。未来 5 年，新首钢北区

及东南区规划建设将全面完

成，引领带动石景山整体复

兴，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

兴新地标。

首钢园区脱胎换骨的变

化，是石景山区快速发展的

一个缩影。

如今，石景山区已建立

起 以 现 代 金 融 业 为 战 略 主

导，科技服务业、数字创意产

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

特色培育，高端商务服务业

为配套支撑的“1+3+1”高精

尖产业体系，现代金融业收

入 占 高 精 尖 产 业 收 入 近 一

半。同时，加快西部地区产

业转型发展步伐，打造区域

性城市更新示范样板。

这里集聚了一批龙头骨干、高成长

性企业，成为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

要支柱。以光大卡中心、华夏卡中心、邮

储卡中心为代表的龙头型企业，是区域

经济收入的“主力军”；以畅游时代、易华

录、东土科技为代表的动漫游戏、信息技

术、影视传媒等领域的行业领军型企业，

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生力军”。

未来 5 年，石景山区将聚焦银行保

险、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动

漫游戏等重点产业，在总量规模、质量效

益、创新发展上下功夫，不断培育壮大高

精尖产业体系，预计 2025 年高精尖产业

收入将达 3450 亿元。

浙江诸暨生态养殖以蚌富民——

“ 珠 光 宝 气 ”映 照 碧 水 清 波
本报记者 柳 文

连片的水塘一望无垠，碧波荡漾，鱼儿在水中尽

情欢跃。难以想象，这一池清水，曾经却是臭气熏天

的珍珠蚌养殖池。

浙江诸暨市山下湖镇是“珍珠之都”，淡水珍珠

年产量约占全球 70%，占全国 80%以上。作为诸暨

市支柱产业之一，珍珠产业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物

质回报，却也因珠蚌的养殖，造成水域严重污染。

65 岁的新桔城村村民黄鹏飞，40 多年前就开始

养殖珍珠蚌。他说，为提高珍珠产量，缩短养殖周

期，养殖户们会向塘里倾倒大量的鸡粪鸭粪。

“一打开窗户，臭味就会飘来。”多年来，这是珠

蚌养殖带给山下湖人的深切感受。不仅如此，废弃

的蚌肉、蚌壳在池塘边堆积成山，同样腥臭难闻。

“前几年，山下湖镇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水

质不达标的养殖户禁养关停，坚决不走牺牲环境换

发展的老路。”山下湖镇党委书记余灵君说，一刀切

式禁养，效果自然立竿见影，可于山下湖镇乃至诸暨

市而言，禁养珠蚌，几乎意味着禁止发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淡水珍珠产销中心，山下湖

镇淡水珍珠蚌养殖面积近 20 万亩，养殖户 3000 多

户，从业人员 1.5 万人，珍珠年产值超百亿元。

要“珠光宝气”，还是碧水清波？面对“两难”困

境，山下湖何去何从？转型势在必行。

山下湖镇珍珠产业经历了一场蜕变与新生，当

地养蚌人不得不谋求更环保、更高效的养殖方式。

环保高效，必须向科技要生产力。“这是悬浮式

自动升降挂养装置，通过自动化管网，将事先培育好

的藻类输送到每一只河蚌体内，实现‘靶向投喂’，从

根源上切断了污染。”山下湖镇浙江清湖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郭伟锋说，传统养殖方式通常将家禽

粪便倒入水中，借这类有机物繁殖藻类，供珠蚌摄

食，繁藻过程造成了水体污染。如今，企业联合哈尔

滨工业大学技术团队，研发、扩培有益珠蚌生长的

菌、藻、浮游生物，将繁藻过程搬到室内。

此外，运用物联网系统，对水质及珠蚌摄食量的

数据进行监测，只给珠蚌投 50%的饲料。如此一来，

留出一半饥饿空间，让珠蚌吞食水体中自然繁殖的

藻类，实现了珠蚌养殖与水体净化双赢。“传统养殖

方法每亩仅产出 1000 只珍珠，如今可达 6000 只。不

光珍珠产量、品质提升，水质还从曾经的劣 V 类变为

Ⅲ类水，有时甚至可达Ⅱ类。”郭伟锋说。

郭伟锋的生态养殖实践，引起当地政府注意。

诸暨市财政局农业科科长宣奇恺告诉记者，经过长

期调研论证，诸暨决定引进这一先进养殖技术，全方

位推动珍珠产业绿色转型。去年以来，诸暨市财政

局统筹规划投资 2.4 亿元，实施珍珠产业数字化养殖

示范、数字化精深加工示范、数字化销售示范、公共

服务平台以及数字化监管 5 大类 11 个子项目。

其 中 ，珍 珠 智 能 化 养 殖 基 地 项 目 ，计 划 投 资

5500 万元，在珠蚌滴管养殖基础上，引进高校技术

团队，进一步推广清水养蚌。目前，山下湖镇集中建

立了 9 大生态养殖示范点，总规模 3000 余亩，并与长

江水产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等多家科研单位合作，

进行技术攻关。

宣奇恺表示，财政资金将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抓

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基础性和公共性，为珍

珠产业绿色发展守住底线。

生态养殖，让山下湖人走出一条以水养蚌、以蚌

护水、以蚌富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让“珍珠之都”愈

发闪耀。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高 妍

左图 载人深潜逾万米的“奋斗者”号

返航三亚南山港。 陈聪聪摄

上图 近日，在三亚崖州区城西村坝头

南繁公共试验基地进行的杂交水稻双季晚

造测产达到了亩产 660.36 公斤。至此，由

袁隆平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测产成功

突破周年亩产 1500 公斤目标。李学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