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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夏 通讯员 屠
诗杰）以瓶换“蔬”、节能降碳动力投
投乐、垃圾分类活力飞行棋……日
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东港莲花
洋广场举行“零废弃”宣传活动，让
市民在参与趣味活动的同时，深入
理解并积极实践垃圾分类。

“这个是草莓番茄的种子吗？我
看牌子上写着2个塑料瓶就可以兑换
一个，我有8个塑料瓶想换4种不同
的种子。”活动现场，在以瓶换“蔬”摊
位，市民纷纷用废弃的塑料瓶前来兑
换植物种植。同时，现场还有五彩颜
料绘画个性图案的涂鸦环保袋、解答
垃圾正确分类的活力飞行棋等种类
丰富的创意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在市民体验趣味活动的同时，

工作人员还积极宣传各类常见生活
垃圾的分类方式，引导市民在小区
垃圾分类投放点内正确投放。这种
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市民们更直观、
深入地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具
体操作。“现在大家垃圾分类意识都
在慢慢提升，我们平时也会把废旧
纸箱、塑料瓶等扔到小区智能回收
箱，还可以用积分兑换奖励。”市民
张克勤听完工作人员讲解后，还领
取了一份垃圾分类宣传册准备回家
再进行学习。

下一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还
将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进小区、进企
业、进校园等活动，以推动垃圾分类
工作全面开展，让垃圾分类意识深
入人心。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举行“零废弃”宣传活动

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
员 滕忠平）近日，在综艺节目《你
好，种地少年》里，山东寿光的大棚
种植技术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农
业现代化技术的研发改进和中国
蔬菜产业的迅速发展。在我区展
茅街道也有一个现代农业科创园，
园区内拥有连栋薄膜温室大棚、无
土栽培技术、自动化智能管控等新
型技术设备、智能系统，让农业种
植更加智慧、便捷。

“在入口先消毒，这是进入温
室的第一步，也是对封闭无菌环境
的保障。”当天，在技术顾问张军博
士的带领下，记者消毒后，走进位
于田园牧歌的现代农业科创园，各
种农作物长势喜人，呈现一片生机
勃勃的景象。

“这些小番茄用椰糠条种植，
实现了水肥一体化。”温室内，沿着
线绳攀爬的小番茄藤上挂满了一
串串果实，有的已经染上了成熟的
红色。张军介绍，在每一株小番茄

根系旁都有一个专属“探头”，通过
“探头”可以感知作物生长区域水
分、养分的含量，并根据作物需求
进行精准滴灌，均匀、定量浸润作
物根系。“我们将1根主干分成两
棵，在产量上也会翻倍。”张军告诉
记者，这次种植的小番茄有 500
株，首批果实将于1个月后成熟。

在这个科创园里，生活中常见
的一些绿叶菜住进了不同类型的
“房间”，以水培的方式健康生长
着。在管道搭建起的四层“别墅”
里，“住”着各种类型的生菜，不断
向外绽放；旋转水轮不断转动，深
液流种植的5号菜充分吸收营养；
一方方漂浮的泡沫板水床上，芹
菜、青菜等各类蔬菜有大部分进入
了成熟期……

“水培种植最主要的介质是
水，我们只需要将营养液融入水
中，不仅生长快、产量高，质量也
好。”张军说，相比于传统的土壤种
植方式，水培蔬菜以两倍速快速生

长，生长期均在20天左右，“水培
种植具有温湿光养可调控、化肥农
药零施用、无毒防控病虫害、优质
高产低能耗等特点，产出的蔬菜安
全、新鲜，口感也更好。”

封闭的空间杜绝了病虫害的
进入；温控、湿控、灯控自动化，作
物“缺什么补什么”，实现全季节、
全天候生产……科创园给了水培
蔬菜创造了最佳的生长环境。“深
液流每平方米能产40公斤，管道
栽培每平方米能产50公斤，一年
可以产18茬左右。”张军说，日常
只需要1个人就可以完成温室的
管理，智能化的设备也大大降低了
人力成本。

水培蔬菜的可食部分令人心
动，根系部分也另有妙用。收获后
留下的蔬菜根系，经过高温腐熟等
专业化处理后形成有机肥可用于
基质栽培，在小小的空间里就能形
成少浪费、高利用的循环农业。科
创园内还有一个太空舱，光照不断

地促进蔬菜生长，也能用于研学体
验，在这个空间内，孩子们还可以
沉浸式体验宇航员在太空舱内的
工作环境，了解太空植物培养。

“在温室的基础上，我们会进
行科研，选出适合普陀种植和大家
喜爱的品种。”张军说，温室内种已
有蔬果十余种，之后会陆续试种一
些新鲜品种进行筛选和改良，研究
自己的新品种，发展以健康为主的
特色蔬菜。

据了解，现代农业科创园占
地面积2880平方米，目前处于试
运行阶段，水培蔬菜可以现场购
买，茄子、辣椒等蔬菜将于明年春
节前后错峰上市。“接下来，我们
会进一步丰富研学内容，让孩子
深入科创园内，了解新型种植方
式，体会现代农业的高速发展。”
现代农业科创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总控室等配套科研、研学等空
间正在抓紧建设，将进一步完善
生产和推广功能。

记者探访位于展茅田园牧歌的现代农业科创园

蔬果住进未来社区 结出丰硕“智慧果实”

本报讯（记者 张迟 通讯员
杨青）为建设更高水平全国文明城
市，持续巩固全区农贸市场文明创
建成果，让老百姓的“菜篮子”拎得
舒心、买得开心、吃得放心，区市场
监管分局构建“行政执法、市场自
律、社会监督”三位一体长效管理
机制，在全市首创农贸市场“红黑
榜”公示制度，全面提升市场举办
方整体诚信经营水平和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共公示农贸市场“红黑
榜”2期，第3期红黑榜正在审核中。

据了解，区市场监管分局通过
调研走访、会议研讨等多种方式，
对全区15家农贸市场进行全面摸

排。结合基层监管实际，按照消费
环境、食品安全、管理服务、诚信经
营、价格计量等五方面标准要求，
制定普陀区农贸市场“红黑榜”实
施方案，明确考核要求、考核目标、
考核内容、考核办法及结果运用等
内容，并梳理形成《普陀区农贸市
场长效管理考核评分细则》，囊括
考核条目共计15条。目前，该实
施方案初稿已基本完成。

此外，区市场监管分局还采取
内部和外部双线测评。内部测评以
《普陀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考核评
分细则》为基础，由市场监管部门通
过日常检查、抽检监测、投诉举报、

舆情检查、案件查处等方式，归集相
关信息，每两月一次实施检查考核；
外部测评由第三方机构按照《农贸
市场信用管理第三方测评标准》和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实地考察标
准》，原则上每月一次对市场经营管
理状况开展暗访测评。根据内外综
合测评分数高低结果，原则上90分
以上不列入“黑榜”，每两月对专项
检查情况进行“红黑榜”公示，通过
动态通报模式排除“一榜定终身”的
监管隐患。截至目前，已完成内部
测评3次，外部测评6次。

区市场监管分局还与市局、
区委宣传部、区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中心等相关部门建立动态联动
机制，通过线上线下及时信息互
通，逐步完善“红黑榜”全流程测
评公示机制。结合每期“红黑榜”
的受众针对性，合理选择媒介并
经相关部门审核后，发布正反两
方面典型，邀请广大社会公众参
与到农贸市场综合治理中来，确
保“红黑榜”信息公开性。此外，
对“黑”榜曝光单位采取“回头看”
复查机制，督促其及时整改，实现
“黑转红”。目前已动态公示正反
两方面典型市场共计30家次，检
查发现问题86件次，已全部完成
整改，整改率达100%。

农贸市场“红黑榜”公示制度显成效
目前已动态公示正反两方面典型市场30家次，检查发现问题86件次，已全部完成整改

本报讯（通讯员 鲍佳乐 记
者 杨雨凝）今年12月是浙江省第
三个“宪法与浙江”主题宣传月，为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近日，白沙岛管委会组
织开展了系列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滚动播放普法标语、现场
解答法律问题、走访入户等形式，
与村民进行面对面交流，宣传《宪
法》《民法典》《劳动法》等与公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
升群众法治观念。此外，工作人员
还结合电信网络诈骗、农民工欠
薪、禁毒等方面实际案例，引导群
众辨别是非，加强自我防范，遵循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学会运用法
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活动共解答了法律问题18个，
有效推进法治宣教工作的开展，在
全岛形成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的良好氛围。

白沙岛管委会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弘扬宪法精神 增强法治观念

本报讯（记者 杨叶梅 通讯员
徐辉）日前，由区商务局主办的倡导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宣传活
动在东港莲花洋广场举行。本次活
动围绕绿色环保、健康生活、文明行
为、环境保洁知识等内容，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互动参与等形式，号召群
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积极践行绿
色消费。

“阿姨，这些平时生活中环保小
妙招可以看一下。”活动中，区商务局
工作人员一边分发宣传资料，一边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来往群众普及绿

色出行、绿色消费等文明知识，让低
碳环保理念融入生活。活动还设置
了互动游玩区，加油声、欢呼声此起
彼伏，市民们饶有兴致地将一个个沙
包精准地投入框中，在互动体验中加
深对低碳环保的认识。

“下一步，我们还将推进‘绿色商
超’示范创建，让更多市民带动身边
人积极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
方式，减少资源浪费。营造政府倡
导、社会支持、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让绿色生活的环保理念入行入心。”
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宣传活动举行

树立环保理念 践行绿色消费

日前，由区文广旅体局主
办，区文化馆承办的“又见普
陀?蓝海之梦”2023年沈家门
渔港交响诗会在沈家门海鲜
夜排档中心广场举行。诗会
分为上下两个篇章，朗诵者们
饱含深情地将自己对沈家门渔
港的美好祝愿娓娓道来，歌颂
了百年渔港，描绘了普陀的幸
福生活，凝望过往也展望未
来。

（记者 王若琦 通讯员 顾
颖）

诗会现场诗会现场。。记者记者 罗沛文罗沛文 摄摄

(上紧接第1版）工作结束后，
其中参与的13条船舶所在的7家
清污单位向该海运公司的油污责
任保险人提起诉讼。“该案件事实
清楚明了，证件清晰明确，在征得
各方当事人同意后，我们将该案转
入诉前调解程序，降低涉事企业诉
讼时间成本，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宁波海事法院法官吕辉
志说。

在区海上融治理中心，不仅有
公安、司法、海洋与渔业、港航、海
事、海警等多部门联动，对涉海企
业矛盾纠纷开展调前感知、预警分
析、调处化解、履行保障等全周期
管理，还专设行业协会工作室，引
入海运、修造船、远洋、油品等涉海
行业协会随驻，建立纠纷联调、安
全联防、抢险互助等工作机制，并
建立健全“公益服务+政府购买+有

偿服务”保障机制，指导成立商会
调解委员会，目前已开展商事、劳
资纠纷调解35起，涉及金额3000
余万元。

除了专业治理与行业治理的
再深化，我区依托浙江海洋大学等
高校资源，特邀5名专家团研究
员、25名首席法治咨询专家指导
参与涉企纠纷研判化解。深化“千
所联千会”“市场主体网格法律顾
问全覆盖”工作机制，全区11家律
师事务所与14家商会签约结对，
实现律所服务商会100%覆盖。

加强“海上智治”数字支撑

“围绕普陀岛多、航道多、海况
复杂多地域特点，区海上融治理中
心通过搭建海上信息指挥中枢，融
合各涉海单位数字化先进成果，形
成多渠道汇集精细数据信息，实现

精准分析研判、精确执法指挥处置
的海上信息全量感知驾驶舱。”区
海上融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中心集成浙江省渔船精密智
控系统、舟山渔业安全精密智控平
台、海洋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
船舶动态管理系统(小快艇)、全球
海洋渔业大数据服务平台、普陀区
远洋渔业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和“海
上枫桥”浙里矛调应用平台，建设
海上矛调一件事驾驶舱，归集矛盾
纠纷多发海域、港口、船舶、人员等
数据，实现一屏动态展示全区海上
矛盾各项数据的分类统计、趋势分
析、区域分布实情，通过前端感知
开展综合智能研判。

在线上调解方面，我区深入推
进“大数据+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推广应用“浙里解纷码”“共享法
庭”“海上枫桥”浙里矛调等线上调

解全业务链条，共为涉海企业化解
矛盾纠纷 361起，线上化解率达
97.22%，企业端和群众端满意率均
为100%。“海上枫桥”浙里矛调应
用入选全国政法智能化优秀案
例。此外，在浙里办App、浙政钉
上架心理测评功能、海上用工标准
化合同、船员法务服务相关联系渠
道等应用模块，为海上矛盾纠纷全
周期管理提供数字支撑。

“海上融治理中心建设是践行
全省法治轨道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试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将
充分发挥多元化解力量，通过数字
化手段、法治化方式解决海上矛盾
纠纷，快速妥善化解在前端，为传
承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极
具海岛城市辨识度的‘普陀解法’。”
区海上融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

魅力渔港
礼赞普陀

“海上枫桥经验”再添普陀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