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朱全弟）今天
是第二十届“世界水日”，! 月 ""

日———"#日是第二十五届“中国水
周”，联合国确定的纪念活动主题为
“水与粮食安全”，我国确定宣传主题
为“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记者从上海市水务局召开
的纪念世界水日座谈会上获悉，上海
将以“严格水资源管理，保障可持续
发展”为主题，开展 $项纪念活动。

今年上海将着力建立健全“两
大机制”：一是水利投入稳定增长
机制。"%&&年 &"月，市政府分别批
转由市发改委、财政、水务等部门
拟定的《关于本市从土地出让收益
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意见》和
《上海市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
管理办法》，并抓紧研究制定骨干
河道整治腾地补贴、加强水利设施
维修养护等财政扶持政策。二是农
田水利建设推进机制。明确了农业
部门负责提出农田水利项目建设
需求，参与实施方案的审查和项目
验收管理等工作；水务部门负责编
制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制定年度实
施计划、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和管理
工作；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统筹安
排、监督管理、绩效考核等工作。建
立了农田水利建设联席会议制度，
联合编制规划、联合调研需求、联
合审查项目、联合验收考核，合力
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工作。

"%&&年，上海水利建设总投入
约 '%亿元，比 "%&%年增加 !"(，
主要包括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
理、重点泵闸、河道整治、农田水利
配套设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郊
区集约化供水等 "%) 个工程项目
建设。"%&"年，水利建设计划总投
入 $% 亿 元 ，比 "%&& 年 增 加

"#*+,。目前，"%&"年水利建设项
目的前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
出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要求
到 "%"%年基本建立最严格的水资
源管理制度。"%&&年 '月，水利部
要求上海市作为试点省市之一，率
先开展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的试点工作，"%&"年国务院国发
!号文件《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实施的
具体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一直

致力于水资源的科学利用和有效
保护，针对本市过境水量丰沛、水
质型缺水的水资源现状，以及特大
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有效
地推进本市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从今天起举行的 $ 项纪念活
动是：

! 召开上海市纪念第二十届

!世界水日"#第二十五届!中国水

周"活动座谈会$

! 举行!上海水务海洋发布"

政务微博开通仪式$

! 组织开展水务法制宣传#

专项执法检查等系列活动$

! 开展万名市民看排水#排

水志愿服务社区活动$

! 组织开展节水宣传和用水

咨询等服务宣传活动$

! 组织汛前防汛安全排查行

动和爱堤护堤志愿者服务活动$

! 开展水文知识进校园#水

文测站展示宣传等活动$

! 开展排水项目送证上门#

法规宣讲活动$

! 开展%太湖流域管理条例&

专题培训活动'

“上海水务海洋发布”政务微博上午开通
本市9项活动纪念“世界水日”

! !万名市民看排水"系列宣传活动在上海城市排水公司启动(市民们观看污水净化处理 肖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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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市对口
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昨天举
行。市委书记、市对口
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俞正声
讲话指出，开展对口
支援与合作交流，是
中央的重大战略决
策，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也是上海加
快自身发展的内在
需要。我们要坚持不
懈做好对口支援与
合作交流工作，高标
准、高水平完成任
务，为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维护民族团结
和边疆稳定作出应
有的贡献。
市委副书记、市

长、市对口支援与合
作交流工作领导小
组第一副组长韩正
主持会议。市领导李
希、丁薛祥出席会
议，副市长、市对口支
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姜平作
工作报告和部署。
俞正声指出，要

切切实实用好对口
支援资金。专项资金
要向基层倾斜、向农
牧民倾斜，只有让基
层群众直接得到实
惠，才算帮到了点子
上、扶到了关键处。
要提高使用效率，把
资金用到实处、用到
长远处，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
经济、社会效益，使有限的项目发挥
更大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

! ! ! !本报讯 "%&" 年上海市重大文
化设施建设推进工作会议昨日下午在
上海图书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杨振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宗明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上海的重大文

化设施建设任务非常繁重，各有关
部门和单位一定要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大力推动重大文化设施
建设各项工作，确保中华艺术宫、上
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两个项目按时、
保质于今年 &%月 &日建成开馆，确
保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刘海粟美术
馆迁建工程、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上
海世博会博物馆等一批项目年内开
工建设。

! ! ! ! 申城推进重大
文化设施建设

中华艺术宫
!"月 !日开馆

! ! ! ! &$$&年 !月 &$日，本市举行
了第一次骨灰撒海活动，&&!位逝者
骨灰撒入大海；"%&&年撒海骨灰达
到 ""+$位，是 &$$&年的近 "%倍。

"&年来，申城海葬参与者数量
以平均每年 #(的速度递增。今年
已有近 &%%%%名市民、"%%%位骨灰
要求登记撒海，但有 -%)位家属、
))位骨灰只能预约到明年上船。今
天上午，记者从市殡葬协会清明发
布会获悉：申城海葬面临“无船可
租”的尴尬。

21年节地3.5万平方米
"&年来，本市共组织海葬活动

&##次，接待参加海葬活动的市民
&'##)户约 #)&-+人次；撒海骨灰
"!-++位。按现行墓穴销售面积计
算，"&年来海葬活动节约了净土地

!.+万平方米。
"&年来，海葬的社会接受度逐

年提升，“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家
庭开始选择小型化的单独包船撒
海的方式，去年单独包船撒海达到
&%次之多。”市殡葬协会会长王宏
阶说，无锡、常州、嘉善等地市民也
加入了本市的海葬队伍。

海葬运能日益萎缩
近年来，申城公共交通格局发

生了巨大变化，便捷的道路交通逐
步取代公共轮渡，客运轮渡行业规
模大幅萎缩。长期与飞思海葬服务
部保持着合作关系的吴淞客运轮船
公司经营困难———原先可供海葬运
行的 #%%人容量大客轮，“瘦身”为
"'%人的车客渡船；另外还有两条可
供备用的快艇，但因运载量小，抗风

能力差，不适宜大规模集体海葬运
行。如此状态，难以有效保障每年增
长的骨灰海葬用船班次。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海葬需求，
一边是日益萎缩的运能；要解决运
能难题，山东青岛去年开始已启用
游艇实施海葬活动，申城可否借鉴
这一做法？

政府补贴破解海葬难题
与“运能危机”相关的是海葬

服务机构的“生存危机”。&$$$年，
上海飞思海葬服务部经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登记后成立，专门负责全市
骨灰撒海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同时
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自负盈亏。多
年来，为了鼓励市民参与海葬，本市
限定了对参与海葬市民的收费，每
人限收 &+%元成本费。从 "%%%年

起，由市殡葬管理处和市殡葬服务
中心对每份海葬骨灰补贴 '+元营
运费用。“这一收费标准迄今未变，
补贴也未增加，可是租船和泊车等
运营成本分别上涨了 !%%,和
&+%,。由于通胀因素，各种人工成
本等也大幅飙升。”王宏阶说，"%%$
年起海葬服务部已负债运营。
“海葬服务原本具有公益性，

市民选择海葬可以象征性地收取
一些交通成本，其中的运营费用应
该由政府承担；同时，为了鼓励市
民更多地参与海葬，对实行多年的
参与海葬市民家庭实行每位骨灰
-%%元的补贴也应大幅提高。”王宏
阶说，目前本市有关部门正在研究
提高海葬运营费用的补贴以及大
幅提高海葬家庭的补贴。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海葬平均每年递增8%，但今年登记明年才能上船———

申城海葬面临“无船可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