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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博会筹办看民生理念

新华网上海
３

月
８

日电（记者肖春飞潘旭俞丽虹）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那么，

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世博会的组织者以实践给出了答案：在筹办世博
会的过程中，把破解民生难题融入世博主题当中！

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建设加快、就业拉动明
显、旧区改造焕然一新、城市文明程度提高……上海市民
明显感到，世博筹办的过程，正是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
提高的过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指出，申
博成功

８

年以来，上海抓住筹办世博会的重要契机，将迎世
博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乘“世”而上，启动一批惠及民生
的市政工程，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走过“阵痛”体验美好
位于上海浦东的雪野二村，与世博园区内的中国馆仅一墙

之隔，因此也被称为“世博第一村”。这里的居民，目睹着中国馆
拔地而起，目睹着一片巨大工地，变成各式建筑如奇葩绽放的
神奇花园。春天来了，“阵痛”正在过去。

世博会工程庞大、工期紧张，上海一度成为“大工地”，许多
市民遇到了出行和生活不便， 紧挨着世博园区的雪野二村居
民，更是首当其冲———土方车高频率行驶，房屋墙面开裂，小区
停水、停电，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浆满地……雪野路

３４

弄
３１

号
居民范秀珍对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经常停电，大家只好想办法克服，点蜡烛，买节能灯。”范

秀珍说。在雪野二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应急灯。

针对居民的抱怨，雪野二村居委会干部和党员志愿者曾挨
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作。而政府部门对这个小区进行的修缮
改建，也让居民们切身体会到，自己也能从世博建设中受益。

“我们慢慢理解了，怨气慢慢消了。现在你看，大变样了。又
是平改坡，又是修小花园，小区漂亮多了，小区里还新建了一个
会所，大家平时去唱唱歌、跳跳舞。大家气都消了，因为受益了
嘛。”雪野二村居民孙建明说。

在世博筹办过程中承受“阵痛”、同时也从世博建设中分享
实惠的，不仅仅是世博园区周边的居民。除了轨道交通等一系
列大规模的世博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上海各区县还结合迎世博，投入资金，对老
旧小区进行改造修缮和环境整治。

世博之年，民生尤重
上海已经做出决定：一定要让为世博会作出贡献的人们参

观世博会！

在上海世博园区，

２

万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日夜奋
战， 全力确保各项工程按进度完工。

４５

岁的秦方兵来自江苏南
通，他已经在外打工

２０

年，平时每年春节都要回家过年，但虎年
春节他留在了上海。

“今年不一样嘛，有世博会。”这个憨厚的汉子笑着说。在世
博工地，秦方兵工作很辛苦，但也很自豪。工作之余，他最大的
乐趣就是和女儿网络聊天。他还拍摄了不同阶段的中国馆的照
片发送给女儿，让孩子提前一睹中国馆的风采。

而秦方兵女儿最大的心愿，就是暑假能来参观上海世博会，

参观父亲亲手参与建设的中国馆。所以，秦方兵已经用打工的积

蓄为全家人买了门票。不过，他要先睹为快了，

４

月份世博会将进
行
５

场试运营，上海将组织部分世博建设者提前参观世博园。

而虹口区凉城街道为了圆困难家庭的世博梦， 发放了近
２００

份“世博红包”，让困难家庭也能去世博会参观。薄薄一张世
博门票，却承载了一种社会关爱，传递了一种民生情怀。

人，是城市的主体。世博之年，民生尤其为重。

经济适用房大规模建设、社会保障力度加大、就业岗位持
续新增……在过去的

２００９

年，上海市一共完成了
５９.６

万新增就
业岗位，这些就业机会的增加，同筹办世博会密切相关，尤其是
服务产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就业岗位。

打开美好前景之窗
世博会究竟给上海带来哪些机遇？———正在北京参加“两

会”的上海市市长韩正回答说：通过世博会的举办，可以进一步
促进上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服务全国、服务长三角，更好地
实施国家战略；同时，也为改善民生带来机遇，大规模进行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共交通，进行旧区改造，让老百姓直接从
中获益。

最新公布的“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满意状况”专项调查显
示：世博在即，上海城市环保公众满意度达到

８５.５

分，

４

年来首
次达到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标准（

８５

分）。在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
总队和上海市环保局联合开展的这项调查中可以看出，上海环
保评价指标满意度全面提升，尽管世博会的许多收尾工程还未
完成，但广大市民已经真切感受到城市环境的稳定持续改善。

上海目前已连续进行了三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第四轮计
划也已经全面启动，这一计划旨在改变上海城市的水污染情况。

如今，世博重大工程陆续收官。遍及上海全市的世博园区
及周边地区市政公用配套设施， 不仅仅是为了世博会本身，还
带动着轨道交通、越江工程、港口建设，这些都是惠及民生的重
大建设项目，不仅可以让市民享受到便捷完备的城市硬件基础
设施，还为提升城市功能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在，世博会虽然尚未开始，人们已经在兴致勃勃研究“后
世博效应”———大家众说纷纭，但共同的憧憬是：世博是促进上
海扩大服务业比重的历史性机遇，由会展经济所带来的产业链
延伸， 必将进一步推动上海服务业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不断攀升，

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世博会，如同一扇美好前景之窗，正在徐徐打开。

【城市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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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
３

月
９

日电（记者
查文晔王帆）

２００９

年以来，中国各
大城市的垃圾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如
何处理巨量的城市垃圾成为市民与
媒体关注的焦点。此次全国政协会议
上，多个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就此提
出建议，希望帮助城市“突出重围”。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城市生
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

７０

亿吨，占地
约
８０

多万亩，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
４．８％

的速度持续增长。

在填埋、堆肥以及焚烧等三种垃
圾处理方式中，中国主要采用填埋处
理。 据统计，

２００８

年中国城市的垃圾
产生量是

１．５５

亿吨， 其中填埋占
８２．７％

，焚烧占
１５％

。

有政协委员指出， 填埋比例过高
会带来垃圾的二次污染， 而且消耗大
量土地资源。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
保局副局长潘碧灵说， 一个日处理千
吨垃圾的填埋场需要占用土地

１０００

多
亩，垃圾填埋所消耗的土地资源，已经
成为城市发展中“不能承受之重”。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
资源日趋紧缺，相对于占地庞大的垃圾
填埋场，占地面积小的焚烧厂成为大中
城市垃圾处理的首选项并不意外。

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都认识
到垃圾焚烧对于节约土地的意义。全
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
境学院教授张自立介绍说，世界上土
地资源较少的国家，均把焚烧作为垃
圾处理的主要手段。 日本

７８％

的生活
垃圾通过焚烧处理，英国的比例高达
８８％

。

除了节约土地，垃圾焚烧过程中
的污染物也可以控制在安全排放的
范围内。潘碧灵说，现在成熟的处理
技术能做到焚烧后有害物质基本上
被破坏， 填埋时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焚烧后垃圾容积能减少
９０％

， 质量能
减少

７５％

。与此同时，焚烧后剩余物也
可以再利用。

此前，北京市有关方面组织有网
民代表参加的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城
市垃圾处理。他们发现，垃圾焚烧技
术在当地已经非常成熟，不少小区附
近都有焚烧厂， 但丝毫感觉不到异
味，污染完全可控。

“在世界其他国家都可以行之有效的技术，为什么在中国就
不行呢？”考察团中的网友代表“驴屎蛋”的提问代表了大多数人
的困惑。

潘碧灵认为，问题主要在于中国的垃圾分类不规范。垃圾分
类缺位，混合垃圾或只经过简单处理的垃圾直接焚烧，二恶英等
有毒物质产生量大大高于分类垃圾。

全国政协委员、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陈英旭赞同
这一观点。他表示，杭州市目前日产垃圾

６０００

多吨，但由于垃圾
处置设施数量不足， 相当数量的垃圾处置达不到固体废物污染
控制标准，造成二次污染。

他告诉记者，分类后的垃圾能实现资源再利用：回收
１

吨废
纸可以再造纸

８５０

公斤，节省木材
３００

公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
７４％

；日常的厨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等，只要
经过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也可以生产

０．３

吨有机肥料。

“这一切的前提是市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平时大家洗衣
做饭都不嫌麻烦， 为什么不肯多花一点时间把垃圾分类呢？”陈
英旭说。

针对垃圾分类难题， 全国工商联在此次会议上提出团体提
案，建议调整现有垃圾收运体系，做到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同
时提高现行的每吨

２０

至
３０

元的垃圾处理费标准， 加强对垃圾分
类、收运设施的投入。

致公党中央建议，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垃圾干湿分类处理
方式，将高水分的餐厨垃圾和农贸市场垃圾从源头分开，这部分
垃圾的有机质含量很高，可以用生物处理的方式进行处理，从而
减少焚烧垃圾的含量。

“垃圾处理需要培养每个居民的分类意识，同时学习国内外
行之有效的做法，这样才能突破垃圾‘围城’。”陈英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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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

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 尤其是二氧化碳这
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有效控制。在
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 低碳经济受到越来
越多国家的关注。

近些年来， 科学界以及各国政府已经
基本达成一致， 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
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不断
增多， 气候正在发生变化。 在可预见的将
来， 温室气体水平过高导致的全球变暖会
对人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推行低碳
经济被认为是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

保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

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
基础， 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
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和发展观的改变。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
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
益的全球性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在京发布的《城
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ＮＯ.２

）》指
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
碳经济正在成为各级部门决策者的共
识。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既是

救治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性方
案， 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
手段。

在低碳经济问题上， 人们需澄
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第一，低碳不
等于贫困，贫困不是低碳经济，低碳

经济的目标是低碳高增长；第二，发展低碳
经济不会限制高能耗产业的引进和发展，

只要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领先， 就符合低
碳经济发展需求；第三，低碳经济不一定成
本很高，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甚至会帮助节
省成本，并且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但需要克
服一些政策上的障碍；第四，低碳经济并不
是未来需要做的事情， 而是应该从现在做
起；第五，发展低碳经济是关乎每个人的事
情，应对全球变暖，关乎地球上每个国家和
地区，关乎每一个人。

（新华网北京
3

月
８

日电）

郑建民、范恩源委员建议：利用天然气促低碳城市建设
新华网天津

3

月
8

日电日前，出席天津市政
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郑建民、范恩源建
议，大力发展利用天然气，促进天津低碳城市建
设和生态宜居高地建设。

他们说，天津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和城市建设
委员会在日前对口协商活动中经深入调研认为，现
阶段，用天然气替代部分煤和石油是发展低碳经济
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天然气在能源中碳排放最
低，且使用效率高、综合效益好。天津市若每年用天
然气

100

亿立方米，可减排二氧化硫
4

万吨、氮氧化
物
15

万吨、二氧化碳
1600

万吨、灰渣
400

万吨。

两位委员建议， 应建立政府推动为主体的
“低碳城市建设”模式，尽快研究制定全市能源总
体发展规划， 制定促进燃气产业发展的政策，强
化对燃气企业的监管。尽快明确经营主体， 开拓
气源增加供应， 加快液化石油天然气码头建设。

建立国有绝对控股、 多元投资的城市燃气企业，

并通过授予特许经营权， 明确经营主体责任，构
建全市统一的燃气经营管理平台。

红红火火
的世界之窗

张海洋摄

【城市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