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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6 月 27 日电(记者杜康、杨有宗)下班路过甜品
店，买杯饮料取根一次性吸管；加班时叫一份外卖，商家配有一次
性筷子和刀叉……下月起，生活中常见的这一幕将受到限制。根据
新规，7 月 1 日起，上海市餐饮服务业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筷
子、调羹等四类一次性餐具。

快递包装、一次性餐具，是当前生活垃圾最大的增量来源之
一。减少塑料垃圾、白色污染，既需要消费者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做起，也需要相关方面加快环保餐具的普及和推广。

告别一次性餐具，餐饮行业提前“进入状态”

“在店内食用，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不锈钢刀叉，如果外带，我们
不会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26 日中午，在上海市淮海中路一家甜
品店内，工作人员在向前来购买甜品的顾客黄小姐耐心解释。

根据《上海市餐饮服务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餐具目录》，从
2019 年 7 月 1 日开始，餐饮服务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目录内
的一次性餐具，包括一次性筷子、调羹、叉子、刀等四类餐具。

新规实施进入倒计时，记者走访上海多家餐馆、咖啡店发现，
各家店铺已提前进入状态。在上海市闵行区一家全家便利店，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店内依然会储备筷子等一次性餐具，但只有当顾客
提出明确需求时才会提供给消费者。

限制提供的不止这四类一次性餐具。上海市徐汇区一家星巴
克咖啡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店内的一次性塑料吸管已更换为纸

质吸管。“除非顾客提出明确需求，纸制吸管也不会主动提供。”
记者看到，该店铺调味台仅摆放有糖和部分调味粉。

相比到店服务，新规给外卖行业带来的影响更大。在上海
市徐汇区一家西餐店，收银台工作人员打印出的一张外卖小票
底部显示：“叉子两个，吸管一根。”工作人员解释称，消费者在
外卖平台下单时会得到提示，需标注出所需餐具数量。“如果没
有标注，就默认这份外卖不需要我们提供一次性餐具。”

美团外卖表示，下月起，上海地区用户下单，“餐具数量”将
成为提交订单前的必选项。饿了么表示，7 月 1 日起，将用绿色
醒目字体提醒消费者，吸引用户选择“推荐无需餐具”选项。

“一扔了之”背后的污染与浪费

一次性筷子、刀叉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惊人
的浪费。记者观察到，一单外卖一般会包含两到三个塑料餐盒、
一到两个塑料包装袋、一到两双一次性筷子，此外还包括塑料汤
匙、吸管等。

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外卖交易中的餐盒包括 PP 餐盒、PS
餐盒、纸质餐盒、铝箔餐盒等。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 PP 餐盒、PS
餐盒等塑料制品在自然条件下均不可降解。

愈来愈严的法规之下，各大外卖平台之前均提出计划，承诺
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青岛市民张先生说，
即使选择“不需要餐具”，送来的餐食也会有一次性筷子和刀叉等。

上海市闵行区一家快餐店店主马先生表示，此前对默认没有勾
选餐具的订餐不配备一次性餐具，但接到较多投诉。“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无论选还是不选，都给配备上，既节省时间也避免麻烦。”

显然，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不能仅仅依靠行业自律。根据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餐饮服务提供者或者餐饮配送服务提
供者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调羹等餐具的，由市场监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5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既要限制一次性餐具，又要提供替代方案

“条例只是规定商家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如果大家为了
方便都主动索取，不还是达不到环保的效果吗？”上海市民苏女
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绿色消费习惯的养成需要长期坚持。”同济大学循环经济
研究所所长杜欢政表示，这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公众绿色消
费意识，另一方面也应推广环保餐具的使用。
记者在某快餐品牌的多家店铺发现，原来用来盛放鸡翅、薯

条的一次性纸盒、纸袋，被替换为可重复使用的黑色餐篮，使用时
在餐篮上铺上一层防油纸，以免食物直接接触餐篮。

“通过把某种产品的使用变得‘不方便’，来倒逼消费者减少
使用，从而在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杜欢政表示，除限制提供一
次性塑料餐具外，也应探索限制相关一次性产品的生产销售，多
管齐下，才能真正实现塑料垃圾的减量化。

新华社南京 6 月 27 日电(记者凌军辉、沈汝发、王珏玢)5 名
诺贝尔奖得主、近 180 名中外院士到场，500 多项高端“黑科技”亮
相，22 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机构成立创新联盟…… 26 日开幕的
首届南京创新周，汇集一大批科技大咖、创业项目和科技产品，令
世界瞩目，而南京的城市“创新气质”也引发众多关注。

聚合全球创新资源

目前常住南京的外籍人士超过 3 万人，外资企业超过 8000
家。是什么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顶尖人才、项目落户南京？

“南京的创新氛围和宽松环境吸引了我。”美国麻省州立大学
教授杨美家在海外求学多年，2018 年 8 月，他在南京江宁高新园
区参与创建了江苏艾洛特医药研究院，不到一年就申请 3 项发明
专利，孵化完成 7家企业，目前正在开展 12 项生物新药研发。

“尊重科学规律，珍惜科研人才，南京为我们提供了各方面的
有力支持和宽松友好的创业环境。”杨美家说。

南京持续推进青年大学生“宁聚计划”、“创业南京”英才计划
和“345”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日益成为海内外人才科技创
新的首选地之一。目前，已有 5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86 名中外院士
在南京创办了企业。

2018 年 3 月，剑桥大学南京科技创新中心落户南京江北新区
国际健康城。“剑桥特别想和中国，想和南京合作。”剑桥大学校长

史蒂芬·托普说，“剑桥深刻地感受到南京在发展新科技和医疗
健康领域的雄心，也确信合作会使南京在某些领域占据核心位
置。”

破解“转化”关键难题

南京拥有 53 所高校、80 多万在校大学生，80 多名院士在
宁工作，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研究生数量、院士数量均位列全
国前三名。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没能把丰富的科教资源变
成发展的创新优势。

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化。南京实施科技成果项目落地、新型研
发机构落地、校地融合发展的“两落地一融合”工程，打通成果转
化的“最后一公里”。

2018 年 6 月，南京工业大学、江宁开发区管委会、江苏德义
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南京杰科丰环保技术装备研
究院。“很多高校科研是以专利、论文为导向。我们开展面向市场
的应用研究，努力把高校的成果转化成产品。”院长徐海涛说，研
究院已孵化了 23家科技型企业，承揽合同额累计约 2500 万元。

科技人员持大股、项目化落地、市场化运作、企业化运
营……南京打造 240 个新型研发机构，孵化科技企业 1600家。

此外，为破解初创企业“融资难”，南京去年发放科技贷款超
过 200 亿元，其中初创期、成长期的贷款占 70%。

建设“创新名城”

第一套收音机真空管、第一台全自动车床、第一个脉冲时空
管……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这个曾创造中国多个“第一”的六朝
古都再次开启创新发展新征程。

“‘创新名城’的建设大大激发出南京的发展新活力。”南京市
有关负责人说，南京一直致力于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最严格城市，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提升南京的创新首位度。

营商环境 100 条、民营经济 30 条、不见面审批……政务服
务的“南京速度”成为这个城市创新气质的新注脚。在南京江北
新区投资 30 亿美金的台积电项目，从项目动工到投产仅用了
20 个月。新型研发机构“南大电子”，靠信用拿到了数百万元贷
款，跑一趟窗口就办结了新企业注册。
近期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7次报告》显示，南京在综合经

济竞争力、宜居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宜商竞争力四个榜单均进入
10强。在《自然》杂志评选全球科研城市 50强中，南京高居第 12位。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等重大机遇在南京叠加交汇，古城南京的发展充满无限可能。
去年，南京高科技企业净增 1282家，同比增长 70%；新增就业
参保大学生 34 万人，同比增长 60%。今年一季度，南京的经济
增长速度高达 8 . 2%，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了 13%。

古城南京的“创新气质”从何而来？

上海：下月起商家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
部分商家已经提前“进入状态”

新华社西安 6 月 27 日电
（记者姜辰蓉、李华、刘潇）地处
毛乌素沙漠的陕西省榆林市，
历史上曾被无尽的风沙困扰，
粮田被埋、房屋被压，许多人流
离失所。为了改变命运，在国家
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干部群
众众志成城，对毛乌素沙漠展
开大规模治理。如今，70 年过
去，这里数百万亩流动沙地披
上绿装，曾被称为“驼城”的榆
林再无风沙之苦，塞上风景已
换新颜。

54 位姑娘挺进沙漠

征服昔日不毛之地

榆林市榆阳区补浪河乡位
于毛乌素沙漠腹地。新中国成
立前，流沙越过长城，致使榆林
城 3 次南迁。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补浪河乡 80%的土地被
荒沙吞没。沙夺良田、沙进人
退，许多群众迫于生计远走他
乡。

为了征战沙漠，榆林全境
吹响向“沙魔”宣战的冲锋号。
54 位平均年龄 18 岁的女民兵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扛起红旗，
卸掉红装，换上军装，以“洒尽
浑身千滴汗，誓叫沙海变绿洲”
的豪情壮志，开始了搏战风沙
的艰难历程。

“那时候，我们住着四处透
风的柳笆庵，睡着一尺宽的小
土炕，吃着沙蒿煮土豆，喝着黄
沙拌泥水，每天高强度栽树 16
个小时，每把工具上都留下了
血印子，一些年龄小的女孩子还落下尿床病。为了栽
树，爱美的姑娘们还剃了光头。”女子民兵连第二任
指导员席永翠回忆。

一次，姑娘们推着木轱辘小车，连续 60 天从 20
里外挖来了 5000 方黑土，垫出 80 亩育苗地。就在幼
苗长到寸把高时，一场风沙将幼苗全部掩埋。擦干泪
水的姑娘们用双手把沙子刨开，再一棵棵扶正。沙子
磨破了手指，柠条戳烂了手掌，她们用战天斗地的精
神，移走了 2000 多方黄沙，保住了所有幼苗。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女子民兵连数十位姑娘
硬是在毛乌素沙漠南缘推平沙丘 800余座，营造防
风固沙林带 33 条，兴修引水渠 25公里，打机井 15
眼，有效治理荒漠 14225 亩，初步遏制了沙害在补浪
河乡肆虐的局面。

治沙大户敢为人先

誓把荒沙变绿洲

在毛乌素沙地腹地，一面国旗随风沙飘扬，身后
是 98 岁治沙大户郭成旺的新家，也是方圆 5公里唯
一的住户。

1981 年到 1985 年，榆林市为鼓励群众参与治
沙事业，先后两次开放政策，允许个人承包荒沙荒
地，提出“谁造林谁受益”的政策。当时有 44 万户农
民承包荒地 900 多万亩，涌现出不少千亩、万亩造林
治沙大户，郭成旺就是其中一员。

40 多年前，郭成旺居住的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
可谓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有时候一场风
过，地里的庄稼全被埋了，村里人吃饭烧柴都很困
难。”老人回忆说。

抱着强烈的求生欲——— 挡住风沙，有点柴烧，
1985 年，年过花甲的郭成旺承包了村子北边的 4 . 5
万亩沙地。“开始的那些年，风沙太大了，种下的树常
常一晚上就给刮飞了。”但郭成旺并没有放弃，而是
咬紧牙关，种了刮，刮了再种，慢慢地树木扎下根，逐
渐长成林子。

郭成旺年纪大了，他的儿子、孙子接手继续种
树。祖孙三代人，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将 4 . 5 万
亩黄沙变成了林区。

老郭 24 岁的曾孙郭涛大学毕业不久，这个腼腆
内敛的小伙子从小就对树木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坦
言，将继承父辈的事业，继续扎根沙漠，用科学的方
法植树造林。

星火代代传。在治沙大户的带动下，曾经一半面
积为沙地的榆林市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森林覆
盖率从 0 . 9% 提高到 33%，860 万亩流沙全部得到
固定和半固定，明沙已经难觅踪迹。

新 生 代 科 学 治 沙

踏入“沙海淘金”新征程

从 20世纪 50 年代起，榆林治沙大致经历了飞
播灌木、栽种乔木、引进常绿树种等 3 个阶段。“60
年代，我们在全国首创飞播技术，经过试验推广，花
棒、沙蒿等灌木播撒在 600 多亩沙地上。”陕西省治
沙研究所副所长史社强说。

与飞播同时期推进的是，引进生活在中国东北
地区的樟子松，填补毛乌素沙漠缺少常绿树种的空
白。治沙研究所正在引进彰武松、班克松、长白松等
树种，探索不同树种的混交林，同时尝试与红松嫁
接，向“松子”要经济效益。

“治沙大户”张应龙想法更大胆，他要“沙里淘
金”，向沙子要效益，重构毛乌素的自然生态系统是
他的目标。

他利用毛乌素沙漠天然形成的“新月状”沙丘，
试种葡萄、蓝靛果等经济作物；自建试验田，种植蓝
莓、黑莓、沙地红枣等，希望沙区也能变成“瓜果之
乡”。

4 年前，张应龙引进了几十只被称为“澳洲鸵
鸟”的鸸鹋，目前这些鸟类已安居繁育成功。他准备
将来把鸸鹋“家族”放养在初步进行生态修复的毛乌
素沙漠中，以实现“动植物生态圈”的重建。

“鸸鹋放到林地里，不仅能除草除虫，还能减轻
防火压力，成为沙漠生态实现自我修复、自我循环的
重要一环。”张应龙说。

从治沙到用沙，中国治沙行动得到国际肯定。不
久前，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报告表示，中国植被的增
加量，占到过去 17 年全球植被总增量的 25% 以上，
位居全球首位，中国植树造林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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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6 月 27 日电(记者毛海峰、
陈昌奇)在陕煤集团黄陵矿业一号煤矿明亮
宽敞的指挥控制中心，穿着白色衬衫的“矿
工”刘锦，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里采煤机高
速运转开采的画面。

这是一个实时传送的画面，通过画面
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位于指挥控制中心底
下偌大的煤层工作面上，只有一位井下巡
视人员，没有一名开采工。

“原本煤炭开采工作面，采煤一线每班
9 名工人，现在 1 人井下巡视，2 人地面远
程操作就可以采煤。”刘锦告诉记者，目前
开采煤炭不仅矿工比以前少很多，而且无
须工人在工作面上从事开采工作。

这套由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司主导
开发的“远程干预+地面操控+井下巡视”
的煤炭开采技术，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套
煤炭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它通过采煤
机自动化技术、工作面视频监控技术、远
程集中控制技术等集成，使智能化综采工
作面安全可靠性高、工程质量高、企业效
益高。

从 2008 年开始探索至今，这套技术在
黄陵矿业公司已实现了从薄煤层、中厚煤
层到厚煤层的智能化开采全覆盖，打破了
国外企业在煤矿智能化方面的技术垄断，
标志着中国煤炭行业跨入了智能化“无人
开采”时代。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是国家“八五”重点
建设项目，始建于 1989年，位于陕西省延安
市黄陵县店头镇。2014 年 4 月，黄陵矿业公
司一号煤矿率先实现了薄煤层智能化“无人
开采”。2016年 5月，我国首个煤矿智能化开
采技术创新中心在黄陵矿业成立，已获授权
专利 97 项。

作为黄陵矿业公司科技创新的核心人
员，技术中心业务主管张玉良说起当年的技
术攻关感慨万分：“我们是边实施边研究，边
改革边实践，最终攻克了一些关键技术，创
新开发了高智能综采装备及高效协同控制
技术，为智能化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

目前，采用这套技术后，黄陵矿业公司一
线矿工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工人劳动强度大
大减轻，作业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刘锦说：
“原来矿工在工作面要接触煤尘和噪音，现在

在地面上操控设备进行采煤，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公司的成本也得到有效控制。陕煤集团黄陵矿业一号煤矿机电部

副部长李悬说：“一号煤矿较薄及中厚煤层智能化工作面，采用智能化
开采技术后，与传统开采相比，一年可以节约人工费用 800万元左右。”

同时，智能化综采的生产过程主要以设备自主感知运行和智
能控制为主，减少了人工作业和多工种之间的交叉作业，有效地提
高了生产效率。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坐在地面采煤”，这个几代煤矿人期待
的井下智能化“无人开采”的梦想，终于在黄陵矿业得以实现。截至
2019 年 2 月底，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已全面应用于黄陵矿业
所属的四对矿井，在薄、中、厚的煤层上累计采煤 2150 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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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6 月 27 日电(记者刘宇轩)27 日，沪通长江
大桥南主塔顺利封顶。至此，该桥两座高达 330 米的主塔全部
建成，标志着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建设取得了关键
性进展。

由中铁大桥局施工建设的沪通长江大桥全长 11072 米，
主桥长 2296 米，主跨 1092 米，为国内最大跨度斜拉桥，也是
世界上首座跨度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

中铁大桥局沪通长江大桥项目部宁朝新介绍，索塔是斜
拉桥的关键受力结构，斜拉桥跨度越大就要求索塔建筑高度
越高。只有更高的索塔才能牵拉起超大跨度的主梁。为满足该
地长江主航道通航需求，沪通长江大桥主跨设计为 1092 米，
主塔高度随之攀升到 330 米，相当于 110 层楼高。

此次封顶的南主塔混凝土用量高达 7 .3 万立方米，钢筋用
量 1 . 1 万吨，施工体量在世界桥梁建设史上极为罕见。除超大

施工体量外，工程建设质量要求也非常严格。大桥建成后，按
照设计标准，须可抵御 13级台风、8级地震和 10 万吨级船
舶的撞击。

在建设过程中，中铁大桥局相继克服巨型沉井施工、
大体积混凝土灌注、超高桥塔混凝土抗裂等施工难题，采
用 DOKA 液压爬模体系，合理布置大型塔吊，在确保工程
质量前提下，大幅缩短施工时间，创造了超高空主塔快速
施工新纪录。

沪通长江大桥为沪通铁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是沪通
铁路、通苏嘉城际铁路、锡通高速公路共同的过江通道，设
计为上层 6 车道高速公路，下层 4 线铁路。大桥预计于
2020 年 1 月进行铁路桥面道砟施工及钢轨铺设。建成通车
后，将有利于沿海铁路畅通，完善区域交通运输结构，提高
过江运输能力，促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

▲ 6 月 27 日，工作人员在拍摄沪通长江大桥南主塔。 新华社发(许丛军摄)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主塔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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