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浴火重生的故事家喻户
晓，“鱿鱼吐墨”重生的故事你却不
一定听过。昔日“低散乱”作坊聚
集，水、气污染严重的展茅鱿鱼市
场，如今精深加工企业林立，环境
干净整洁，旧貌换新颜。展茅鱿鱼
市场是如何脱胎换骨的？让我们
去探寻它的绿色转型之路。

（一）

7月27日中午，饭点将至，浙
江好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丝
毫没有休息的迹象。看着新的生
产线将一盒盒速冻调制熟食系列
产品制作包装完毕，公司董事长李
安平的脸上满是笑容。这款新研
发的产品，推出后颇受餐饮店和商

场青睐。
“别看我现在笑得开心，前几

年拆迁的时候，我哭得可伤心哩！”
李安平所说的“拆迁”实则是公司
所在的展茅街道鱿鱼市场提升改
造工程。

2017年1月，展茅鱿鱼市场升
级改造工程启动，包括李安平的公
司在内的79家企业及鱿鱼加工户
停产搬迁，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
的旧厂房被拆除。那时，普陀展茅
鱿鱼市场已经形成近40年，占地
700多亩，是全国最大的鱿鱼加工
市场。特别是2012年至2015年期
间，展茅鱿鱼市场的加工生产高歌
猛进，光鱿鱼这一项产品，年产量
就达到了5万吨，销量也一度占据
了全国鱿鱼干销量的55%。

但这块闪亮的“鱿鱼加工界半
壁江山”的招牌背后，却是家庭式
小作坊粗放型生产经营带来的斑
斑“墨迹”。

“当时，烘干鱿鱼的热能靠的

是烧柴、烧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废气。鱿鱼加工时产生的污水也
没有统一纳管，附近的河道因此也
受到了污染，变成了黑臭河。”时任
展茅鱿鱼市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的张海港告诉记者，尽管街道和
相关单位常常对展茅鱿鱼市场的
环境进行检查和整治，但受限于加
工工艺和经营模式，环境脏乱差的
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治。随着五水
共治、三改一拆等工作在全省的深
入推进，展茅鱿鱼市场的污水排放
问题，违建导致的消防安全问题更
曾被省级部门下令整改。

（二）

传统产业不能弃，绿水青山更
不可负。2016年，区委区政府决
定投资5.5亿元，对展茅鱿鱼市场
的厂房、道路、管网、供能等基础设
施进行升级改造。但展茅街道草
拟改造的方案却在第一稿阶段就
被打回。

“我们的第一稿方案，主要还是
针对市场的环境做一个‘大修大补’，
但区委区政府已经下了壮士断腕的
决心。”参与方案制定的张海港告诉
记者，最终的改造方案决定稿明确，
要彻底淘汰鱿鱼市场内的“低散乱”
作坊，从根源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让
实力更强大、技术更先进的企业成为
生产的主力军，将鱿鱼市场打造成以
绿色发展为核心，以鱿鱼精深加工为
特色的产业园区。

让扎根鱿鱼市场几十年的企
业和作坊搬离并非易事，每个租户
都和李安平一样对这片承载着他
们数十年奋斗回忆的土地有着深
厚的感情。为了能顺利推动搬迁
工作，展茅街道在搬迁方案的制
定、公布、签约、执行等全流程都坚
持公正公平公开，成立了7个工作
小组，街道领导班子带班，组员由
中层以上科室长组成并全体参与，
向市场的租户们宣传政策，做他们
的思想工作。

吐净陈墨迎新生
——探寻展茅鱿鱼市场的绿色转型之路

探寻普陀实现“两山”转化的秘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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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谈
全省网信行

政执法工作现场
会近日在普陀举

行，突破三壁垒、构建三体系的网络
生态治理普陀实践在会上备受与会
者关注。

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强有力
治理，普陀的舆论生态总体向好，
网络治理成效明显，“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
因为网络空间的特殊性，网络生态
仍有不小的改善空间，特别是色情
低俗、网络暴力、恶意营销、侵犯公
民个人隐私等负面有害信息花样
不断翻新。因此，以法治促综治，
打好多主体参与、多手段结合的网
络空间共治“组合拳”，加快推进网
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就显得尤为

重要。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已经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有法可依之后是有法必依，要通过
建立专业的网络执法队伍，健全网
络执法工作机制，建立起完善的网
络综合治理体系。网络空间中，平
台是流量洼地，因此执法的重点是
监督平台尽职尽责。对那些以低俗
内容、网络暴力、恶意营销、虚假信
息、侵犯公民私权利吸流量的网络
平台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清朗的网络空间不仅事关社会
稳定，也关乎每个公民的个人利益，
因此，要建设好网络生态，需要政
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
与，只有监管到位、自律不缺位，才
能推动网络生态更健康。

携手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周言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通讯员
陈凤阳 钟梦诗）近日，市政府公布第
九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市13处
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的文保单位被纳入“市保”。我区蚂
蚁岛人民公社旧址、普陀山镇磐陀
石摩崖石刻、普陀山镇无畏石摩崖
石刻等3处不可移动文物入选。

其中，蚂蚁岛人民公社旧址始
建于1956年，坐西朝东，建筑面积
205.7平方米，占地面积 442平方
米。旧址保存完整，具有一定的历
史价值，更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据了解，这13处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包括古建筑4处，古墓葬1处，
石窟寺及石刻3处，近现代重要史
迹及代表性建筑5处。经此次扩
容，市级文保单位增加到67处。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文博事
业发展，出台《普陀区非国有博物馆
扶持办法》《普陀区不可移动文物修
缮保护补助暂行办法》等制度，不断
完善文物保护政策，扩大博物馆覆
盖范围，提升文物安全保障能力和
博物馆公共服务能力，文博事业取
得长足发展。目前全区共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个、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1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个。

第九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

我区3处不可移动文物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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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丽佳 陈逸
麟 通讯员 胡静卫 贺琪豪）随着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深入，我区
市容市貌不断提升，尤其是城区
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的沿街商铺
有效落实“门前三包”工作，使沿
街环境焕然一新。

“我们这里整条街环境都好
的，大家负责好自己店铺前的区
域环境卫生，不要说在门前堆放
杂物了，连垃圾都很少看到。”7
月25日下午，东港海华路上阿高
海鲜面店店主罗旭哲趁着经营间
隙清扫店门前的烟蒂等垃圾，他
告诉记者，除了清扫责任区垃圾，
保证杂物不占道、垃圾不出门、店
面美观整洁等，如果发现有人在
门前的人行道上乱停车辆，随地
乱扔垃圾，作为商户也会上前劝
阻。

海华路商铺林立，放眼望去，
整条街道干净整洁，绿化葱茏雅
致。作为我市精品示范街之一，
它的精致离不开沿街商户的共同

努力。在每家店铺的墙上，记者
都能看到一张“环境卫生责任区
责任告知书”，上面对于商户如何
做好“门前三包”工作进行了详细
的说明解释。

“门前三包”的内容主要是包
卫生、包绿化、包秩序。随着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和城市精细化管理
工作的深入，我市对“门前三包”
内容进行了优化。“环境卫生责任
区责任告知书”的履职责任分为
环境卫生、市容市貌、秩序维护、

绿化管理4大块，内容更细致，覆
盖面更广。

“通过前期不断地整治与宣
传，现在海华路上的商户都增强
了责任意识，维护环境逐渐实现
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沈家门街道城管执法中队海华
路段点位长方雷告诉记者，海华
路的商铺更新速度频繁，只要一
有新的商户入驻，他都会上门发
放“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告知
书”，提醒新商户做好环境卫生

工作，同时督促老商户起好带头
作用。

对于门前的责任，街上的商
户都已经了然于心，一点也不马
虎。环卫工人日常清扫，商户自
觉维护，点位长实时监督，三方
配合之下，海华路的街道品质和
精细化管理程度得到了有效提
升。

“走在这条街上特别舒服，每
一家店铺都是干干净净的。环境
清爽了，购物心情也好了。”经常
在海华路散步的市民顾女士表
示，不仅是海华路，相比以前，我
区沿街店铺周边的环境干净整洁
了很多，基本看不到商铺门前乱
堆乱放的情况，感觉整个城市都
十分清爽。

随着创城工作深入 沿街商铺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守好责任区

“环境清爽了，购物更舒心”

□记者 杨翼荣 通讯员 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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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通讯员
王潮楚）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
省级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公示
名单，共有 5个设区市和 18个县
（市、区）入选，我区名列其中。

作为文旅产业发展的内生动
力，当前，消费对于文旅及相关产业
的贡献日益凸显。我区作为首批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省级海岛公园
和文旅产业融合试验区重点培育对
象，域内文旅产业资源丰富。以此
次评选为契机，我区不断深化文化
和旅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
着力发展“时尚活力、商旅文融合”
的夜间经济形态为重点，努力把普
陀打造成为开放、有序、活跃的文化
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试点为期
两年，试点工作突出的城市可优先
申报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
市、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同
时也将优先享受相关平台认定、项

目申报等资格。
预计通过 2年的文旅消费试

点城市建设，我区将建立“文旅+
商贸+月光”产品体系，加快推进
半升洞高端休闲街区、城北水街、
杉杉?普陀天地二期等重点项目
落地见效，打造“内湖幸福商圈”
“520幸福街?潮生夜市”“沈家门渔
港小镇滨海休闲带”等一批品质
化、精细化、差异化的地标级文商
旅全生活体验目的地，培育一批主
题“打卡地”、美食体验店、24小时
实体书店、演艺综合体等消费新业
态。同时，我区将大力培育共享消
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新热点，
持续释放大众文旅消费需求，努力
形成“夜间景观＋餐饮娱乐＋休闲
观光+文体活动”的新型城市经营
模式，到2022年，实现文化和旅游
消费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对全区经
济增长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全区旅
游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

省级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名单公布

普陀列入试点城市名单

本报讯（记者 翁瑜霞 通讯
员 沈方）为进一步提升交通守法
率和头盔佩戴率，全力助推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我市从7月23日
至7月31日开展为期10天的全市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整治“霹雳”
行动。

7月 25日晚 7时，天色已
暗，在沈家门东海西路中沙潭
路口两侧，开展夜间检查的交
警已经准备就位。记者在现场
看到，夜间电动车头盔佩戴率
远不如白天，电动车驾驶人经
过该路口时，接二连三地被交
警拦下。

“你在行驶时未佩戴安全头

盔，违反了《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
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根据
条例第25条规定罚款50元。”交警
将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车
驾驶人拦下，对其进行教育，并依
法处50元罚款。

“我以前一直都戴安全头盔
的，因为晚上临时出门，一着急就
忘记佩戴了。”当事人王先生表示
一定将佩戴安全头盔牢记于心。

有些电动车驾驶人看到前方
有交警检查时，连忙停车佩戴头
盔，也被交警依法进行处罚。记
者了解到，大部分驾驶人抱有侥
幸心理，认为夜间无所谓，也有部
分以“天气太热”“压坏发型”等理

由不佩戴头盔。
“头盔是保障驾乘人员生命

安全的防线，不是戴给别人看的，
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系好安全
扣。”普陀交警大队沈家门中队指
导员王科杰告诉记者，根据高峰
期、平峰期、夜间交通规律等特
点，交警部门在研判基础上选定
合适点位，实施精准勤务，当晚在
该路口共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
为60余起。

据悉，自7月1日《浙江省电
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交
警部门全力开展集中整治，对以
驾乘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为重点
的违法行为，实施严管顶格处

罚。此次全市电动自行车交通违
法整治“霹雳”行动，更是严查严
管严控驾驶搭载电动车不戴安全
头盔、违法载人、逆向行驶、不按
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违规载物
（超长、超宽、超重）以及无牌电动
车辆、“两非”车辆上路等交通违
法行为。

“目前，我区警力主要集中在
早上5点到7点，晚上7点到9点。
以城乡7个重点交通路口、主要城
区道路、主干公路和城区、乡镇核
心区域为重点。”王科杰表示，交警
部门将力争通过高压严管整治，全
力向重点路口、路段头盔佩戴率
（守法率）100%的目标冲刺。

电动车交通违法整治“霹雳”行动展开
严查严管严控驾驶搭载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打造普陀大花园
扮靓城市会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