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夏令热线昨天发起“垃圾
不落地，文明在手中”大讨论，市民
热议申城盛夏“垃圾”问题，呼吁大
家要文明从“手中做起”，共同努力
让散落垃圾“减量再减量”。

多走一两步找到垃圾箱
昨天下午起，夏令热线“垃圾不

落地”大讨论在微博、微信上引发热
议，有不少网民留言：“其实多走一
两步，找到垃圾箱，是散落垃圾减量
的最有效手段”。网民说，城市是我
们的家，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大家
走在马路上，如果想象是在自己家
里一样，你会随意丢弃垃圾吗？

来自环卫部门的信息显示，上

海现在出台的地方标准，道路两旁
大约每 !"米就有一个废物箱，全市
共设置了 !#"""余个废物箱，确保
道路路口和公交站点都设有废物
箱。可以说，在中心城区的主要道路
上，一般走上几步，就能方便地找到
废物箱。

垃圾问题折射文明素质
上海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

院长张益也致电本报夏令热线参与
大讨论，他认为，乱扔垃圾这种不文
明行为直接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
象，破坏了与我们休戚相关、息息相
依的城市环境美。“垃圾不落地”，看
似小事，实则大事。它折射出的是市
民的文明素质、城市的良好形象和
社会的进步程度。

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政府、媒体加
大垃圾不落地的宣传力度，让“垃圾
不落地，城市更美好”的环保观念深
入人心。每个上海市民都应积极参
与“垃圾不落地”的活动，从自己做
起，改掉乱扔垃圾的陋习，司机同志
不从车窗向外乱扔垃圾、路人将垃
圾扔进垃圾桶。沿街商铺经营者应
强化自律意识，全力维护自己的“门
责”区域环境卫生。
老娘舅柏万青参与夏令热线大

讨论，从“市民买房看环境”说起，她
说现在我们买房子，特别是二手房，
不仅会看地段、交通等硬件情况，还
要看周边的环境。如果一个小区经
常有人乱扔垃圾，那就说明这个小
区至少有部分人素质不高，就会让

人联想到这里或许还有其他不文明
的现象，对是否买这里的房子就会
存在顾虑。所以说垃圾不落地，不仅
是政府的事，而且也是我们老百姓
自己的事。

乱扔垃圾的人很自私，只顾自
己不管他人，这种行为造成的影响
看起来跟他自己无关，实则有关。
因为乱扔垃圾不仅影响了小区环
境，进而会影响到空气质量。现在
大的空气质量不理想，除了客观的
因素，很多还是我们主观的原因造
成的。

早餐垃圾车窗垃圾太多
夏令热线的“垃圾不落地”大讨

论，让市民巡访团的罗惠康想起了
“七不”。“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

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不乱穿马
路、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说粗话脏
话”。$%%&年 '月 $日，上海市文明
委发出《关于在全市开展“大家从我
做起、遵守‘七不’规范活动”的通
知》指出，提高市民素质，提高城市
文明程度，要从基本素质、基本行为
规范抓起，要抓好“突破口”。这个
“突破口”就是“七不”。

罗惠康感触最深的就是，“七
不”中目前做得最不到位的就是“不
乱扔垃圾”这一条。早高峰过后，在
地铁站出入口、公交站点等人流密
集的地方，一早环卫工人已经清扫
干净的街沿上，很快就会出现众多
纸巾、塑料袋等“早餐垃圾”。此外，
令人厌恶的还有“车窗垃圾”，除了
弄脏道路，更可怕的是会威胁到环
卫工人的生命安全。
“七不”实行了近 ("年，“不乱

扔垃圾”仍然做不到，说明“乱扔垃
圾”这一社会顽疾需要媒体坚持不
懈地呼吁，推动形成一种“个体自
觉、相互监督，共建共享”的社会氛
围。上海一定能够继续在“七不”上
取得更大的突破，进而带动城市文
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的新提升。

本报记者 沈敏岚

网友呼声

请多走一两步!找到垃圾箱!自

觉把手中垃圾扔进垃圾箱"

扔垃圾的时候!如果有大头针#

刀片#玻璃之类的!请尽量用胶带缠

一下! 减少对保洁者和捡垃圾者的

伤害"他们赚不了多少钱!受伤了看

病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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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投诉

百姓关注

8万个废物箱难阻日千吨散落垃圾

! ! ! !近日，北京严查车窗抛物，违者
将处 &至 &"元罚款；而本月 $)日，
*&岁的广东省劳动模范、江门新会
环卫工人李丽浓在清扫路面时被货
车撞致身亡，引发新一波声讨车窗
垃圾的热潮。日前，本市市容环卫部
门近日在官方微博发起“您身边的
乱扔垃圾行为”活动，希望市民“晒”
出身边的不文明现象。不少网友认
为，现行对车窗垃圾的处罚太轻。

内环垃圾每月数十吨
据报道，北京三环以外的环路，

以及连接三环至五环的高速公路都

是车窗抛物的“重灾区”。近日，北京
严查车窗抛物，市民可拍照，通过微
博向北京交管局、城管执法、市政管
理等部门举报。经核实后，由执法部
门对行为人进行警告或 &元以上、
&+元以下罚款。不过也有些市民表
示，车窗抛物都是“瞬间”，看到抛物

再拿起拍摄工具往往为时已晚。
近年来，本市车窗抛物现象也

屡禁不止。上海高架养护管理有限
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内环高架
道路上，每月清扫出的垃圾量多达
数十吨。调查显示，'!,的私家车
主、%&,的货车、大巴司机为了图方

便会车窗抛物。公路垃圾主要成分
是沙石、烟蒂烟盒、食品包装等。

随手一扔殃及他人
“我害怕下一次撞到的是我，但

工作还是要干下去。”环卫工人小李
说。每年，全国各地都有环卫工在工

作中遇车祸或受伤、或致残、甚至死
亡的信息，而这种意外情况多数与
“车窗垃圾”有关。交警部门表示，“车
窗垃圾”会影响后方车辆驾驶员的视
线或道路状况，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不少网友表示，&-&+元的罚款

是否太轻？网友 .五品岁月指出：
罚款至少 &++元，而且要真罚！网友
.豆蔻年华终究是戏提出：只罚钱
不行，再扣 /到 '分才有用。国外对
“车窗垃圾”的处罚更严，比如英国
伦敦去年 /月开始实施新规，乘客
往车外扔垃圾，车主将被处以 0++

英镑的罚款。 本报记者 郭剑烽

车窗里随意扔出一团纸
环卫工可能送掉一条命

不少网友认为车窗抛物最高罚50元太轻难警示“抛客”

来电投诉（12319）>>>

! ! ! !嘉定区的陈先生 金姚南路
(%%弄门口污水满溢，污染环境，
影响居民出行。

杨浦区的戴先生 龙口路宁武
路每天 '时起有乱设摊现象，贩卖
活禽，影响市容及周边居民生活。
微博投诉（@夏令热线）>>>

! ! ! !!"#$%&' 浦东新区周祝公路
靠近沪南公路处，有多家沿街商
铺擅自将收购来的二手家具及物
品堆放在人行道上，影响路人正
常行走。
微信投诉（夏令热线）>>>

! ! ! !微信名! 菇菇 紧邻轨交 !号
线终点站的市光路（中原路至世界
路段），被无证洗车摊占据多年，行

人和骑车人受到影响。
微信名!()$*#%% 柳营路 ''%

弄盛源家豪城西边的拆迁工地里，
早晚各种大中小型车辆进出运送
板材，装卸板材和回收玻璃的噪声
严重影响小区居民休息。
短信投诉（18918901189）>>>

! ! ! !手机尾号 +,-.的市民 杨浦
区阳普敦化菜市场，人行道上停满
各种非机动车，加上蔬菜水果鱼类
设摊，甚至占据了慢车道。行人只
能走快车道，非常危险。
邮件投诉（xlrx@wxjt.com.cn）>>>

! ! ! !浦东新区的王先生 源深路羽
山路口的几家棋牌室、按摩院，在
人行道上设了大量停车桩，对行人
的安全造成隐患，望有关部门及早
解决。
志愿者 陈骅 陈国勇 整理

! ! ! !本报讯（记者 张欣平）申城百
年一遇的持续高温天气，令市民和
读者的诉求也随之增多。据0(/0%热
线今天上午的统计，本报夏令热线
开通半个月，市民和读者来电量*1%

万个，日均/(''个，最高一天*%)!

个，受理量同比上升0)10,，其中咨
询比重首次超过投诉，而困扰百姓
酷暑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旧。
根据 0(/0%热线提供的统计分

析，已经时间过半的今年夏令热线
呈现出如下特点：

! 市民季节性诉求增多 主要
表现在受理量同比上升，电话接通

率较去年同期上升近 0+个百分点。
往年政府职能部门主要领导接电时
间段的来电高峰并不明显；

! 咨询比重首次超过投诉 到
目前为止受理咨询件占诉求总量的
/'10,，首次超过投诉所占比重近 /

个百分点；
! 关注公共秩序维护 违法建

筑、乱设摊、噪声扰民等公共秩序维
护的话题依旧是市民读者关注的重
点。各类噪声扰民问题依然比较突
出，日均受理 )!件，主要包括夜间
施工噪声、装修噪声和生活噪声等。
有关夜排档的投诉也仍然较多，其

中烧烤摊约占六成以上，卫生脏乱
差、环境污染等成为市民诉求的重
点。而由于天气炎热，有关空调机使
用问题的反映明显增多，同比增加
'!,，主要包括居民空调的维修和
维护、噪声扰民以及公交车未按规
定开启空调等。
由本报夏令热线发起的“夏令

热线二十年·宜居城市我的梦”征文
活动以及“文明居住大讨论”，为城
市不规范路名牌“挑刺”活动，也吸
引了众多市民和读者的关注与参
与。许多读者发来微博、微信和邮
件，描绘自己的“宜居梦”；在晒出的
居住陋习中，小区宠物管理、车辆停
放和高空抛物等问题关注度最高；
而城市路牌与门牌不统一、路牌方
向错误、路牌设置不尽合理是被“挑
刺”的主要对象。

暑热问暑难 热线答热议
本报夏令热线开通半月来电4.9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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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夏令热线“垃圾不落地”讨论引发市民反思城市文明
全市有 82000余个

废物箱，平均每80米就有
一个；全市4万环卫工人，
全市道路作业时间基本上
实行16小时的保洁，上海
城市道路每天保洁频次最
高的达到10次以上，平均
频次是香港的 3倍以上。
为何在如此高密度设置废
物箱、高频次清扫前提下，
上海马路上每天散落的垃
圾还有 1800吨，占全市
生活垃圾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