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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造成“感官不一”的原因，
在于目前世界通行的空气标准规
定，对于颗粒物 !"#$%和 !"&'只
规定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和年平
均浓度限值。当颗粒物浓度在短期
内发生急剧变化时，基于 #(小时平
均浓度计算的 )*+ 相对于小时浓
度的变化就会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针对市民呼声，市环保局很快

着手对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作了
改版。今年 ,月 &日起，网站、手机
软件和微博同步升级改版，当 )*+

数值与实时浓度值基本匹配时，保
持原有版本不变；当空气质量发生
急剧变化并造成 )*+ 数值与实时
浓度值不相匹配时，将切换为新版，

弱化 )*+评价结果，转而侧重发布
“当下”!"#-%或 !"&.的小时浓度
及空气情况，从而使空气质量发布
信息更加接近公众感受，也更具有
参考意义。这一快速改版升级行为，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点赞”。

24小时预报防市民吃药
空气质量出现重污染情况，不

知情的市民饭后照旧外出散步，晚
上仍开窗睡觉，直到第二天看到听
到报道才大呼“吃药”。因此，空气质
量预报服务一直为市民所期盼。但
由于 )*+同时涉及到 /项污染物，
其污染成因、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
各不相同，需要在积累一定数据和
经验后，综合气象条件作技术研究

后才能为公众提供预报服务。
在大量数据研究分析后，今年

0月 &日起，空气质量预报正式发
布。考虑到市民早晚锻炼、出行安排
等需求，每天 &12''前后向公众发
布预报。预报范围主要为未来 #(小
时，并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段进行预
报：当日夜间（#'2''3/2..）、明日上
午（/2..3&#2..）、明日下午（&#2..3
#.2..），分别预测每个时段的 )*+

指数范围、污染等级和首要污染物。
主要通过网站、微博、微信、广播等
渠道发布。

预警应急一步步完善
在 )*+发布伊始，环保部门就

考虑在空气质量达重度或严重污染

时，给予幼儿园、中、小学校的孩子
们特别关照———发出及时警报。今
年 (月 &日，《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
重污染应急方案（暂行）》出炉。根据
新方案，当全市 #(小时空气质量指
数（)*+）达到 #.&!,.. 或大于 ,..

时，本市将发布重度污染或严重污
染预警信息。该方案根据不同的污
染程度，分级采取应急措施。
发生重度污染时，本市重点源

燃煤电厂选用优质煤发电，石化、钢
铁、化工、焦化、水泥等工业重点源
采取限产、限污等措施；渣土车等污
染源被禁止上路；土石方工程、房屋
拆除等扬尘面源停止作业；易产生
扬尘污染的物料码头、堆场和搅拌
站也停止作业，并做好场地洒水降

尘工作；市容部门加强道路保洁；严
禁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

发生严重污染时，石化、钢铁、
化工、焦化、水泥等重点行业采取部
分停产措施，排放 4567的石化、化
工企业将禁止各类开停车、放空等
作业；除特殊工艺、应急抢险工程以
外，将禁止所有影响环境质量的建
筑工地室外作业，禁止道路开挖、路
面整修、绿化种植、房屋拆除等作
业；黄标车禁止上路行驶，党政机关
停驶 ,'8公务用车（可能按照尾号
停驶或按时间段减少派车量! 未按

要求停驶的将通报批评）；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此外，市政府还将视具体
污染程度，决定采取学校和幼托机
构停课、机动车扩大限行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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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卡在手，可享受医疗保险、生
活服务等优质价廉的服务；政府养
老补助金也可以通过养老一卡通
发放。昨天，国内首个新型金融“养
老一卡通”在上海举行启动仪式。
据悉，此项目由中国老龄事业

发展基金会、中银通支付商务有限
公司主办，上海旭日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协办，面向全国发行。目前养
老一卡通已与虹口区民政局合作，
首先惠及该区近千名老人。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周馨 摄影报道

! ! !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今天
上午，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0次
会议通过《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
例》，将于明年 &月 &日起实施。两
个热点立法问题尘埃落定。

逃票问题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认为，根据

逃票行为具体形式不同，可以依法
分别规定加收票款的民事责任，或
者罚款的行政责任；同时，可以适

度扩大纳入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的
行为范围，加大对逃票行为的威慑
力度。为此，法规明确———

! 乘客无车票或持无效车票

乘车!轨交企业可按照轨道交通网络

单程最高票价补收票款! 并可加收

!倍票款"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

加强对轨交企业加收票款的监督"

! 享受乘车优惠的乘客应持

本人有效证件乘车!乘客不得冒用

他人证件# 使用伪造证件乘车$乘

客有冒用他人证件#使用伪造证件

乘车和其他逃票行为!有关信息可

以纳入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 冒用他人证件乘车! 由轨

交企业处以 !"元以上 !""元以下

罚款$使用伪造证件乘车!由轨交

企业移交公安部门依据行政处罚

法予以处罚"

饮食问题
在轨交车厢内饮食，除了“特

定紧急”情况外，这件事似乎更关
乎个人教养，而尚未触及必须“强
制规范”的法律底线。

因此，在法规审议过程中，一
种意见是，将禁止在车厢内饮食的
规定纳入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法
规暂不做禁止性规定。

这个意见体现在今天通过的
法规中，修订草案修改稿第 ,.条
关于禁止饮食行为的规定已被删
除，但这并未意味着车厢内随意饮
食就是被“认同”的。事实上，在轨
交车厢随意饮食，依然是不受欢迎
的，“乘客守则”会提出委婉劝阻，
并向社会公布。同时，市交通行政
管理部门和轨交企业也会积极引
导乘客遵守乘车文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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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潘高峰）市公
安局日前发布《关于做好人才类
“集体户”清理和“社区公共户”落
户审批准备工作的通知》。记者昨
天了解到，明年起，经市人保局、市
教委等部门审核同意迁入上海市
的人员，停止落户人才类“集体
户”。对因在沪无配偶、无直系亲
属、无住房或所在单位未设立集体
户等原因，确无落户条件的上海市
引进人才，可在其本人实际居住地
“社区公共户”落户。

为啥停办
上海市人才类“集体户”，包括

市、区两级人才服务中心和上海市
学生事务中心，以及各类人才中介
服务机构设立的集体户，作为一项
社会化管理服务项目，从上世纪 0.

年代初设立至今，为上海经济社会
的发展、国内外引进人才的落户提
供了便利和保障。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挂靠在人才类集体户内的人数
不断增加，户籍基本管理功能缺
失，给集体户所在地政府公共服务
带来较大压力。根据市政府要求，
为进一步推进居住地服务和管理，
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规范外省
市迁入人员落户审批管理，现将对
上海市人才类“集体户”清理和“社

区公共户”落户作新的审批准备。

如何落户
据了解，自明年 &月 &日起，

经市人保局、市教委等部门审核同
意迁入上海市的人员，停止落户人
才类“集体户”。对因在沪无配偶、
无直系亲属、无住房或所在单位未
设立集体户等原因，确无落户条件
的上海市引进人才，可在其本人实
际居住地“社区公共户”落户。同
时，要进一步规范、严密“社区公共
户”落户审批，完善“社区公共户”
长效管理机制，全力推进本市户籍
人员居住地服务和管理工作。

即日起到今年 &# 月 ,& 日为
梳理排摸阶段。明年 &月 &日到 ,

月 ,&日为核查比对阶段。明年 (

月 & 日到 / 月 ,. 日为整顿清理
阶段。

怎样申请
明年起，拟落户“社区公共户”

人员将向实际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提出落户申请，并按规定程序报分
（县）局、市局审批。

据测算，上海公安机关人口管
理部门将在原有 % 万到 / 万份材
料的基础上，每年新增约 ,万份材
料的受理、审批工作。

上海停办人才类“集体户”
确无落户条件的可落户居住地“社区公共户”

明年1月1日起实施新政新规

逃票要严惩 饮食不禁止
《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通过

! ! ! !申城垃圾分类
标准将有“新规”。
昨天，市政府法制
办召开《上海市促
进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办法（草案）》（以
下简称 %草案&）立
法听证会，就百姓
关心的生活垃圾分
类标准、是否设置
垃圾分拣员等项议
题听取各方意见。

先参观
后听证
为了让 &9 名

来自社会各界的与
会代表对垃圾分类
有更加切身的感
受，本次听证会首
次采用“先参观、后
听证”模式，即到上
海老港废弃物处置基地参观垃圾
填埋场、污水处理、废弃物资源综
合利用等。

三议题 引热议
! #四分法$是否可行%

按此前公布的《草案》征询意
见稿，生活垃圾的基本分类拟按
照“四分法”操作，即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
多数代表认同“四分法”。不

过，也有代表反映：“分类标准复
杂，对于老年人有较大难度。”

! 非住宅区另设标准%

《草案》征询意见稿中写道：
“非住宅物业应当设置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包含干垃圾
和湿垃圾）,类收集容器；公共场
所应当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包含干垃圾和湿垃圾）#类收集
容器。”
不少代表认为，非住宅物业

和公共场所具特殊性，根据其产
生垃圾种类数量，减少部分收集
容器类别，是合理、可行的，但不
应将干、湿垃圾混合设为一个“其
他垃圾”收集容器，仅设干垃圾收
集容器即可。“在公共场合设 (个
桶，影响美观。建议全市垃圾桶的
标识、颜色都应该统一，方便市民
投放。”市民代表孙德麟表示。
但也有听证代表认为，非住

宅物业和公共场所的垃圾桶设置
不应该“特殊化”。

! 分拣员该不该存在%

听证会上，不少听证代表坦
言，在当前情况下，分拣员的存在
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拣员二
次分拣，一是起到把关的作用，二
是起到教育宣传的作用。”但也有
代表担心会造成个人隐私泄露。
不少听证代表提出，分拣员

辅助分类制度不应长久存在，起
步阶段可以让分拣员进行指导，
但最终要让居民学会垃圾分类。
记者 宋宁华 实习生 俞欣谅

“养老一卡通”昨在沪启动

! ! ! !本报讯（记者 潘高峰）上海今
年前 &&个月的火灾人数，已经远超
去年全年。本市昨天召开的今冬明
春火灾防控工作部署会透露，将对
重大火灾隐患和严重消防违法行
为，采取临时查封、责令三停（停产
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行政拘
留等刚性手段和措施，根治顽症。
据介绍，今年本市火灾总量持

续高位运行。截至 &&月 &0日，本市
发生火灾 9,#.起，死亡 %9人，受伤
/0人，直接财产损失 &-.#/亿元。
冬季历来是火灾多发期，用火、

用电、用油、用气大量增加；企业单
位、建设工地“抢工期、赶进度”，消
防安全责任却不落实；年终岁末，人
流、物流、车流集中，烟花爆竹运、

销、储、放进入高峰期；加之冬季小
商铺、小作坊、“城中村”、老式居民
楼、危棚简屋等场所“三合一”、群租
群居隐患突出，火灾风险剧增。
为此，市消防委成立由副市长

白少康任组长的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对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
隐患单位、场所，采取挂牌督办、改
造搬迁、停产停用等硬措施，并将冬
春防火纳入地区、系统年终检查督
查内容。会议透露，接下来的大排查
大整治活动，将突出对火灾隐患的
刚性整治。对一些“三合一”“多合
一”场所，首先要把人员清出去，然
后分步治理，对重大火灾隐患和严
重消防违法行为，将采取临时查封、
责令三停、行政拘留等手段和措施。

采取行拘等刚性手段
对重大火患和消防违法行为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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