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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连日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培生、胡延照、
钟燕群、杨定华、蔡达峰、郑惠强、吴汉

民分别参加了代表团分组审议。大家认
为，政府工作报告讲成绩实事求是，看

问题清醒清晰，面对挑战充满信心，体
现了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

大家表示，过去五年，上海“四个中

心”建设有了新进展，经济转型初显成
效。今后五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明

确。要充分认识转方式、促发展、惠民生
既是当前紧迫任务，更是长期努力目标。

大家建议，要围绕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

完善相关政策；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建设，更加重视统筹产业发展、公共服

务、吸纳就业、人口结构、资源承载等问
题；要进一步重视改善民生，以民生投

入的具体内容和主要标准作为经济增
长的重要参照系；要完善和扩大基层民

主，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让群众拥有合

理反映诉求的渠道；要提高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大政

府监管和执法力度，确保在建设服务
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方面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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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许多人眼中，“!"、#"后”还是

“新新人类”的代名词。但今天，记者从
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获悉，新一

届亮相的人大代表中出现多名“!"、#"

后”，其中$##%年出生的复旦大学大四
学生孙晓雷，成为本届最年轻的人大

代表。
作为人大代表中的年轻面孔，他

们将带来什么清新空气，能否不辱使
命、尽责履职？

“90后”代表
觉得身上责任很重
今天上午&时，孙晓雷就早早起床，

乘坐班车赶往会场。“作为新代表，我压

力挺大的，觉得身上的责任很重。”
在会场，记者见到了正在认真参

与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孙晓雷，

只见他不时用笔记下其他代表的发
言，直到小组讨论结束，他才抽空接受

了记者的采访。虽然身着西装、打着领
带，但他依然显得有些青涩腼腆。

孙晓雷告诉记者，今年年初，知道
自己当选市人大代表后，马上投入了

紧张的“两会冲刺”。他参加了数次市

人大举行的集中培训，列席了杨浦区
人代会，还“啃”起一摞人大提供的参

考书《人大代表履职简明手册》、《代表
履职经验交流材料》……

得知身边有了市人大代表，不少

同学也主动找上门来，反映校园周边

治安等问题。孙晓雷说，作为复旦大学
学生会主席，自己一方面征求身边的

同学老师意见，另一方面也发挥年轻
人“潮”的特点，通过“上海学联”官方

微博搜集民意。“我在微博上发现，今
年大学生就业形势特别严峻，所以当

我看到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要新增大

量就业岗位，心情特别激动。”
“如何让大学生参与经济转型，

并获得发展机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如何和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挂钩？”这

几天，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孙晓雷脑

中，“我打算提交和大学生就业的相关

书面意见，尽好一名人大代表的职责。”

“80后”代表
履职视野越来越宽
$#!%年出生的袁斌是上海市公安

局经侦总队的一名探长，尽管被冠以

“!%后”头衔，但他笑着告诉记者，自己
也算“老代表”了，今年是连任，“而且掐

指算算，我也不算年轻，已到而立之年，
对参政议政有了一些思考和感悟。”

袁斌在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后，

最大的感受就是，“政府部门越来越关

注民生问题。”包括住房保障、医疗保

险等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占了工
作报告的很大篇幅。

随着身份的转变和年岁增长，这
名“!%后”代表的履职视野越拓越宽。

作为一名经济犯罪侦查员，袁斌对网
络犯罪格外关注，“大量信用卡诈骗案

件都是通过网络渠道，而且传播速度特

别快。”他说，这一方面对公安人员提出
更高要求，要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另

一方面也应从法律、技术等方面加大网
络犯罪监管和惩罚力度，他将对此问题

深入展开调研。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微博搜集民意 关注网络犯罪
———“80、90后”亮相市人代会带来清新空气

! ! ! !昨天，市人代会上，不少代表在

分组讨论后，依然意犹未尽，会后又
就关注话题开起“小灶”继续热议。

“新老娘舅”柏阿姨此次带了一

箱子沉甸甸的人民来信赴会，“在

我调解的纠纷中，我发现很多人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但是多

数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心理咨询或
治疗，有的人甚至已经有伤害他人

的倾向！”柏阿姨的话引起了不少

与会代表的共鸣，纷纷就此展开
热议。

会上讨论意犹未尽，分组讨论
结束后，市人大代表、华山医院院长

丁强在会后又和柏阿姨继续讨论心
理问题。柏阿姨忧心忡忡地表示，据

相关统计，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已经

位居第四位，但在中国，有心理疾病

去医院就诊的人还不到 $%'！

丁强对此深有同感，并向柏阿
姨“透露”，针对不少人有心理疾病，

却不愿意去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情
况，华山医院将开出专门的健康心

理咨询门诊，让更多的市民消除顾
虑，走进综合性医院，呵护自己的心

理健康。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宋宁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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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连日来，

市政府领导屠光绍、艾宝俊、张学兵、
沈骏、沈晓明、赵雯、姜平在审议讨论

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客观地回
顾过去五年工作，科学规划上海未来

发展，不回避问题，不无视困难，既有
忧患意识，又充满信心，是一个求真务

实、鼓舞人心的报告。

副市长们认为，未来五年，上海要
不断提升“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和国

际竞争力。当前应研究世界金融格局
变化特点，重点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促

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要积极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大

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把维护上海

城市安全稳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继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要以更

大的投入、更新的面貌、更快的步伐加
大社会建设和管理。要重视采取综合

性措施研究解决特大型城市人口快速
增长问题，逐步建立公立医院可持续

发展政策体系，推进健康城市建设。全

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快世界
著名旅游城市和体育强市建设。要不

断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积极实施就业
促进和创业扶持政策，进一步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广大市民收入更
合理、保障更完善、生活更和谐。

7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参加代表团分组审议

进一步重视改善民生

7位副市长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努力使市民收入更合理

四色垃圾箱、厨余垃圾专用桶、

垃圾分类指导志愿者……连续两年，
市政府把垃圾分类作为实事项目，

上海的试点小区从(%%个增加到)(*%

个小区。但是，从整个上海来看，这

条路还很漫长。甚至在一些试点小
区，开头搞得轰轰烈烈，时间一长也

不尽如人意。

不加快垃圾分类，就无法走出
“垃圾围城”。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

就此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垃圾分类
为何难以坚持、推动不了？要真正做到

垃圾分类和减量，必须找到科学的利
益机制，这需要社会各界贡献智慧，出

谋划策。

意识有了 习惯还未养成
市政协委员袁雯说，“垃圾围城”

现象困扰着全国)+*以上的大中城市。

尽管人均生活垃圾减量目标写入上海
“十二五”规划，垃圾处理量减少率和

无害化处理率作为约束性指标写入城

市规划指标体系，但上海垃圾处置能

力仍滞后于城市发展步伐，主要问题
包括———

! 分类回收网络覆盖率不高，覆
盖人口不足 ,%%万，不足全市 )%'；

! 资源回收能力不强，目前上海
生活垃圾资源化回收率不足 )%'；垃

圾处置方式仍以填埋为主。

)%(% 年上海世博会，本报报道了
台北案例馆的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的

经验。)%((年，上海推出“百万家庭低
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活动。

但是，在许多小区的垃圾箱里，纸
盒、塑料瓶、旧衣服和果皮、剩饭、鱼骨

头混在一起的情况仍比比皆是。来自
基层的市人大代表吴美娟认为，现在

市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有了，但习惯还
没有养成。她在居民区进行过调查，大

家都说“知道的，分得多有‘小苹果’，
还可以领到香皂”，但是，真正自觉行

动的不多。而且，垃圾分类目前没有法

规来约束，有人说：我不分又怎么样？
即便今后垃圾收费，他们说：我不出钱

又怎么样？
市人大代表吴敏调查发现- 垃圾

分类在推进中存在一系列问题：部分
居民特别是外来租住人员垃圾分类意

识较差，对志愿者的劝导不予理睬，仍

然依照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投放垃
圾，这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参与率带

来难度；志愿者工作强度高，队伍稳定
性不够；用于生活垃圾分类的资金不

足，分给每户居民的垃圾袋、垃圾分类
疏导员和工作人员津贴，都是不小的

经费开支。

利益引导 促进垃圾分类
要真正做到垃圾分类和减量，必

须全民参与。全民行为一定是利益行

为。比如台北的垃圾分类是通过高价

塑料垃圾袋的机制，这种生活垃圾的

塑料袋，价格奇高。只有用这种垃圾
袋装的垃圾，垃圾车才收，居民为了

节省买垃圾袋的钱，就不会无限制地
产生生活垃圾，这样多年下来，逐步

形成习惯。
袁雯委员建议政府借鉴这种经

验，酝酿出台《上海市垃圾费随袋征收

办法》。但是，在上海这样做行得通吗？
且不要说高价市民能不能接受，专用

垃圾袋一推出，各种假冒的塑料袋可
能就会出现了。还有，如果有的居民不

用专用垃圾袋，用普通的垃圾袋装了，
扔在小区里，环卫部门收不收？袁雯表

示，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加强监管体系
建设，对违规丢弃垃圾、偷扔垃圾的行

为严厉惩处，并记入诚信档案；同时建
立环保绿色信誉账户，激励守法和举

报行为。

袁雯委员还提出，要逐步完善利

益引导机制。目前上海旧灯管、旧家

电、旧衣服类回收企业都“吃不饱”，
而每年近 (.%% 吨废灯管被随意丢

弃。缺乏利益引导机制是导致此类现
象的主要原因。建议构建有偿回收和

付费回收相结合的利益引导机制，对
可回收固体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有

偿回收，对厨余垃圾和室内干垃圾进

行付费回收。

吴美娟代表也提出，要健全废旧
物品回收网络。在一些工薪阶层和

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居民将玻璃、塑
料瓶、废纸等都作为废品卖掉，对他

们来说也是一笔小小的收入。如果
回收网络健全了，这些“干垃圾”能

够很方便地回收，垃圾自然就大大

减少了。

垃圾分类和减量事关每个市民
的生活环境，事关我们这座城市的

未来。今后五年，上海在这方面要加
大力度。我们期待着全社会的参加，

寻找可操作的办法；我们期待着法
规的制定和健全，使每一包垃圾

“扔”得有章可循。

本报记者 邵宁 潘高峰

垃圾分类为何难以坚持？
代表委员呼吁全社会共同寻找科学的利益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