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上海市绿化市容“十三五暠规划

“十三五暠时期(2016-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阶段。上海按照中央要求,争当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

行者,加快推进“四个中心暠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为进一步提升上海绿化市容行业发展水平,加快实现生态宜

居城市的发展目标,对照上述目标,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

一、“十二五暠规划回顾

“十二五暠期间,绿化市容行业按照上海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

型升级的总体要求,扎实工作,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

(一)促进“绿林湿暠三地协调发展,“环、楔、廊、园、林暠生态体

系框架初步形成。加强基本生态网络规划执行,加快生态建设项

目落地,生态环境规模品质持续提升。新建绿地5250公顷。其中

公园绿地2570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7.6平方米。完成立

体绿化160万平方米。完成造林22.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15灡03%。顺利推进崇明东滩互花米草生态控制及鸟类栖息地优

化项目建设,受保护的湿地达到13万公顷,湿地总面积37.7万公

顷,实现湿地保有量动态平衡。新增公园18座,创建命名林荫道

153条,改建提升164条,新建储备113条。加强森林抚育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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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林地抚育20万亩,2013年全市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年价值量

达到116亿元。

(二)生活垃圾处置管理体系加快完善,源头分类减量确立上

海模式。全面落实“一主多点暠规划布局,建成老港再生能源利用

中心一期、综合填埋场一期工程,金山等5座区域设施建成并投入

运营,全市运行和在建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设计能力达到27000

吨/日(含餐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根本改变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的局面。初步建立生活垃圾大分流

构架、以“干-湿暠分离为基础的“2+3暠小分类模式、“绿色账户暠激

励机制等为特色的上海垃圾分类体系。生活垃圾分类覆盖居民达

400万户,“绿色账户暠服务范围达100万户,实现人均生活垃圾末

端处理量比2010年减少20%的目标。专项垃圾分流管理不断

进步。

(三)市容环境总体保持整洁有序,后世博常态长效管理模式

探索创新。圆满完成亚信峰会等重大活动市容环境保障。落实市

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全市168个街镇通过责任区管理达标检

查,53个街镇创建成为市容环境示范街镇。成功创建公厕服务文

明行业。推进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标准化差别化作业,全市道路机

扫率和冲洗率分别达到90%和62%。完成中心城区和郊区重点

地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实施方案编制,推进实施方案落地。

编制了本市中心城区景观灯光总体规划,完成黄浦江核心区段等

重点地区景观灯光提升改造工作。乱设摊等难题顽症治理取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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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四)行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保障措施得到有效加强。坚持

规划先行,推进生态控制线划示,确保生态空间和环卫设施落地。

完成了《上海市绿化条例》修订,出台了《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

减量办法》等一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行业管理工作提供法

制保障。出台了扶持林业、立体绿化、生活垃圾分类和无害化处理

设施建设补贴政策,为行业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启动了森

林生态定位监测工作,建立了上海市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加

强装备建设,推广新能源环卫装备应用,绿化养护作业机械设备的

研发应用取得有效进展。

“十二五暠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属暋性 2015年目标 完成情况

建
设
指
标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预期性 38.5% 38.5%

2 森林覆盖率 约束性 15% 15.03%

3 森林蓄积量 约束性 增加42万立方米 增加42万立方米

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约束性 95%以上 100%

管
理
指
标

5 自然湿地保有率 预期性 30% 32.28%

6 综合物种指数 预期性 0.5 0.5

7 人均生活垃圾处理减量率 预期性 20% 20%

暋暋在充分肯定“十二五暠期间取得成绩的同时,本市绿化市容行

业发展仍存在一些亟需破解的难题。

一是生态环境水平与全球城市定位存在差距,规模和品质有

待提升。绿林地规划建设面临土地和资金瓶颈,生态规模总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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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同等水平城市差距明显,生态空间结构布局均衡性、系统性

问题突出;绿林地征占用管理,林地、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

压力明显。管理养护质量水平有待提高,难以满足广大市民健康

和休憩需求。

二是生活垃圾处置管理与低碳发展要求存在差距,生活垃圾

分类成效、资源化利用水平有待提高。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政策、资

源化利用产品推广政策、社会动员机制等需进一步研究完善。湿

垃圾、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明显不足,资源化产品推广应用难

以开展。城乡保洁服务均衡性待进一步提高。

三是市容环境管理与国际化大都市标准存在差距,管理常态

长效机制有待深化。市容环境管理法规尚不完善,经费投入不足,

管理成效固化难度较大。管理倚重于政府部门,与强化自律、自

治、共治要求差距较大。无序设摊、跨门营业、建筑垃圾偷乱倒等

城市管理顽症,缺少根本性的解决措施,违规户外广告整治亟待多

部门联手推进。

二、“十三五暠发展形势分析

“十三五暠期间,是我国“四个全面暠战略布局的实施期,实现

“两个一百年暠奋斗目标的关键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持续期,

“五化暠协同推进发展的实践期。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四

个中心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城市发展面临一系列重大调整、重大举措、

重大变革。绿化市容行业既面临着严峻挑战,同时也迎来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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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机遇。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为绿化市容事业发展提供新动力。党的十

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突出战略位

置。在全市生态用地只增不减、锚固城市生态基底、确保城市安全

运行的总体要求下,绿化市容行业肩负建设生态宜居环境、维护城

市生态安全的重大责任。面对资源约束趋紧和人民群众对良好生

态环境的热切期盼,绿化市容行业要系统谋划,在城市结构转型中

寻找突破,补好短板,加强规划建设和存量资源保护管理,建立政

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

二是“五化暠协同发展为绿化市容事业发展提供新空间。“新

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暠把城市发展带入

新阶段,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优化市域空

间布局,促进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均衡发展,为绿化市容行业拓展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绿化市容行业建设管理理念、体制机制、政策标

准、法规规划等方面,既要适应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的要求,又要

探索建立适应市区、郊区各自特点的新机制和新模式,让城乡居民

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三是全球城市的发展定位为绿化市容事业发展提供新目标。

上海正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暠发展战略,向全球城市迈进。绿色、

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是全球城市软实力竞争的核心要素,客观上

要求提高森林覆盖率,加强自然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城市

生态感受度,提升资源循环利用和城市管理水平。与此同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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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高龄化,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也对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

务能力都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强化依法行政,加强基层治理,发

挥市场作用,促进社会共治,提高城市运行保障效能。

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

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暠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暠战

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根据市委、市政府总体要求,围绕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暠行业奋斗目标,着眼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坚

持深化改革,坚持大胆创新,坚持积极转型,坚持协调发展,注重法

治化、社会化、市场化和科学化,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管理,不断

提升行业公共服务水平,努力提升广大市民绿色发展的获得感和

感受度,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有效提供“绿色、整洁、有序、宜居暠

的基础生态环境和市容环境保障。

(二)基本原则

1.生态优先,量质并重。着力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要求,在增加规模数量的

同时,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注重生物多样性功能提升,积极拓展生

态空间,优化结构、均衡布局、功能复合,不断提升生态建设的内涵

品质和市容环境质量。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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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上海生态安全格局做出新贡献。

2.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着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把握新型城

镇化发展机遇,围绕“五化暠协同要求,加快将生态环境建设和管理

向郊区拓展,探索形成适应郊区绿化市容建设管理的理念和机制,

促进城乡绿化市容事业发展均衡,形成与区域功能相适应的生态

和环境风貌。

3.以人为本,服务民生。坚持“以人为本暠的理念,创新社会治

理方式方法,探索精细化、人性化的城市管理模式,构建绿色友好、

生态和谐的城市环境,不断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对生活环境质量

的需求,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4.深化改革,创新管理。把握行业公共性和公益性特点,处理

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加快形成符合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

制度体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体制机制,坚持管理重心下

移,深化养护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和社会发展活力,健全监管机

制,协调好各方面利益诉求,注重科技引领、应用创新,统筹兼顾推

进行业发展。

四、规划目标和布局

(一)总体目标

上海绿化市容发展总体目标为,到2020年,以生态宜居为目

标的城乡生态网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系统化、功能化、精细化的

生态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分类管理为基础的城市生活垃圾收

运处系统基本建成,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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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提升;以常态长效为要求的城市市容环境运行机制及管理平台

基本建立,总体实现城乡市容环境“整洁、有序、美观暠。

(二)具体指标

1.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18%,人均公园绿地同口径达到15

平方米以上(按照常住人口计算,达到人均8.5平方米以上),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力争达到40%,道路成荫率达到70%以上,单位面

积森林蓄积量达到65立方米/公顷以上,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年价

值量达到120亿元。湿地保有量达到37.7万公顷,湿地保护率达

到35%,综合物种指数0.5以上。

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100%,原生垃圾基本实现零

填埋。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8%。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92%。

3.市容环境综合管理达标街镇占全市街镇总数的85%以上,

大力推进门责落实。户外广告设施按实施方案规范管理覆盖率达

到90%。

“十三五暠时期绿化市容发展的主要指标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暋位 属暋性 2020年目标

建
设
指
标

1 森林覆盖率 % 约束性 18

2 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 立方米/公顷 约束性 65

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约束性 8.5

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预期性 40

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约束性 100

6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 预期性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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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暋位 属暋性 2020年目标

管
理
指
标

7 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年价值量 亿元 预期性 120

8 湿地保有量 万公顷 预期性 37.7

9 湿地保护率 % 预期性 35

10 综合物种指数 预期性 0.5以上

11 道路机械化清扫率 % 约束性 92

暋暋(三)规划布局

———生态环境方面:在基本生态网络框架指导下,基本建成

“环、楔、廊、园、林暠的生态格局,重点实施构建“两道暠“两网暠“两

园暠生态体系。“两道暠中,生态廊道:按照近郊绿环500米,高速公

路两侧100米,主干道两侧50米,市管河道两侧50米,区管河道

两侧30米的标准实施防护绿带,形成网络体系;城市绿道:通过串

联都市绿脉、水脉、文脉,构建健康、多元、互通、易达的都市绿色休

闲网络。“两网暠中,城市立体绿网:全市城市化地区加强屋顶和其

他立面的生态景观营造,提高街道空间绿视率、丰富街面景观;郊

区农田林网:按照农田网格在其边缘4-8米实施两排至三排防护

林建设,营造林田、林水结合的美丽乡村风貌。“两园暠中,以系统

均衡布局为目标,按照服务半径要求,形成“口袋公园-社区

公园-地区公园暠三级公园绿地组成的城市公园体系和郊野公园

体系。此外,在城市外围区域加强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的

保护管理,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禁猎区、湿地公园及野

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的建设工作。

———环卫管理方面:按照“一主多点暠“系统布局暠的原则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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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生活垃圾末端设施布局稳定固化,中转设施布局合理有效,湿

垃圾资源化利用专项规划实现落地,环卫作息场所及停车场、码头

等明确标准和布局,工程垃圾、装修垃圾、拆房垃圾、工程泥浆等各

类建筑垃圾中转、资源利用、消纳及处置设施形成体系。

———市容环境方面:以公园、重要绿地、主要道路为载体,形成

各具特色的花卉景观,着力打造崇明花岛,“上海花城暠格局初步形

成;制订和推进全市景观照明总体规划,基本形成“一核多星三带

多点暠的构架布局。(一核,即外环以内主城区;多星,即外环以外

郊区新城;三带,即黄浦江、苏州河、延安高架-世纪大道沿线;多

点,即人民广场、原世博园区、徐家汇、五角场等区域)

五、主要任务

(一)提升生态资源总量和质量

突出生态空间的城乡统筹,均衡布局和生态感受,实现本市生

态环境规模品质俱进。

1.系统实施绿地林地建设。全市新建绿地6000公顷,其中,

公园绿地2500公顷以上,实现人均公园绿地净增1平方米以上。

新增林地面积30万亩以上。积极构建两道两网两园。推进沿江

沿海和骨干路网“一环七纵九横暠、骨干河道“八纵九横暠生态廊道

建设;按照市域“三环一带、三横三纵和一区一环暠的布局要求,推

进实施城市绿道体系。全面实施环卫设施、公园建筑屋顶和墙面

立体绿化,新增立体绿化网络空间200万平方米以上;实施“农田

林网暠5万亩,农田林网化率力争达到6%。实施服务半径扫盲公

—11—



园绿地建设800公顷(中心城区100公顷)以上,中心城区基本完

成扫盲任务;完成7座郊野公园一期建设;新建、改建森林公园2

座。加快实施基本生态网络空间,新增林地面积6万亩以上。加

大重点区域绿化建设力度。大力推进郊区新城、主体功能区、大居

结构绿地、楔形绿地建设。基本建成外环绿带,前滩公共绿地、虹

桥商务区核心区公共绿地、黄浦江滨江绿地系统基本形成。积极

推进工业区转型增绿。以“198暠减量化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区域为

重点,推进绿林地建设,实施植物种植生态修复面积2万亩以上。

2.加强生态资源保护管理。全面落实本市生态红线划示,按

照分级管理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建立评估考核机制,确

保生态红线内的绿地、林地、湿地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严格加强征

(占)用管理,研究建立占补平衡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强化

和规范森林资源监督、林政稽查和林业检疫执法。加强“三地暠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和监测能力建设,开展资源动态监测。推进

林业“三防暠体系建设与运行管理,重点加强国家级森林公园、水源

涵养林等重点生态敏感区域的林业“三防暠智能化体系建设,切实

加强林业有害生物、森林火灾和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预警

和防控能力建设,增强应急防控功能。进一步加强湿地和野生动

植物保护,维持湿地总量控制。加强示范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继续实施崇明东滩互花米草生态控制及鸟类栖息地优化项目。积

极推进野生动物禁猎区、市级湿地公园、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建

设,形成较为完善的湿地及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网络体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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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筹建上海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和华东濒危野

生植物救护繁育中心。开展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与预警体系和

救护收容体系建设。

3.大力提升生态品质和效益。贯彻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实施

公共绿地品质提升工程,根据功能需求,因地制宜设置下凹式绿

地。结合城市更新,优化城市公共空间绿化景观,着力打造一批绿

化特色明显、基础设施完备、城市风貌完好、空间开放共享的绿化

特色街区。推进公园增量提质,通过新建城市公园、改建公共绿

地、改造镇级公园等途径,本市城市公园数量增至300座;实施上

海植物园改扩建等40座公园改造工程。加强行道树种植,创建命

名林荫道100条,新建储备100条。完成并落实古树名木保护专

项规划,加强古树复壮保护与技措研究,建设1-2个古树保护示

范公园绿地。加强林地基础设施建设和森林抚育经营,积极推进

低效林改造,实施林地抚育20万亩;探索建立生态恢复区和森林

片区。建设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网络,全市森林生态服务功能

年价值量达到120亿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开展四旁植树绿化

美化工作。进一步优化特色经济果林品种结构,推进“一镇一品暠;

推进老果园改造,强化果品安全质量监管;加大林下经济开发力

度。逐步提高森林资源的开放利用水平,完善配套设施,培育森林

生态旅游品牌。

(二)完善垃圾收运处置管理模式

继续深化“大分流、小分类暠机制,重点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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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生活垃圾处理结构,构建城乡一体的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1.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体系。稳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生

活垃圾分类覆盖750万户,分类覆盖率达到90%。固化完善绿色

账户激励机制,绿色账户激励机制覆盖到500万户以上。强化单

位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实效,实现单位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垃圾分类减量管理,探索第三方服务,加强政府

监管,完善垃圾分类计量管理系统。推进源头消纳处置设备的应

用。加强垃圾分类的顶层设计,建立“激励和约束暠相结合的垃圾

分类减量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的社区和单位垃圾分类达标标准和

监督检查方法体系。强化餐厨废弃油脂产生、收运、处置监管,提

高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和垃圾分类收集

处理网络的“两网协同暠发展,规范废金属、废纸张、废玻璃、废旧衣

物等物资回收利用,实现生活垃圾和再生资源收运处数据管理协

同。加快建设和完善湿垃圾、大件垃圾等专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设施建设和政策制订,鼓励湿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应用于饲料添

加剂、土壤改良剂等,湿垃圾有效分类率达到50%以上,积极提升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实现人均生活垃圾末端处理量以2010

年为基数减少25%。

2.完善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完成“一主多点暠

末端处置设施建设,研究落实老港生态基地规划,强化老港生活垃

圾战略处置基地循环经济示范、科研实证和应急托底保障功能。

区 域 处 理 设 施 全 量 运 行,全 市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能 力 维 持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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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吨/日,规范提升垃圾处理残渣的利用水平。积极推进湿垃

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理设施建设、改造,形成大型集中处理和小型就

地、就近处理相结合的格局,湿垃圾资源化利用总能力达到7000

吨/日。生活垃圾处理方式进一步优化,到“十三五暠期末,基本实

现原生垃圾零填埋,渗沥液等配套处理设施全面实现达标。进一

步完善与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相匹配的收运物流体系,并向规模化、

集约化、集装化方向发展。完成闸北环卫基地、闵吴集装化码头、

军工路环卫综合基地、泖港环卫综合基地建设,加大郊区县中转站

新建改造力度。巩固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综合整治成果,促进农村

湿垃圾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按照城乡一体化模式保障“村收集、

镇收运、区处理暠的农村生活垃圾管理系统有效运行。开展历史遗

留的已关闭的生活垃圾简易填埋场生态修复。

3.重构建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以“中心城区统筹消纳,郊区

自行处理暠为原则,基本建成全市域规范化的建筑垃圾处理体系。

拓展工程渣土消纳方式,打通滩涂造地、郊野公园建设等消纳渠

道;强化建筑垃圾的预处理,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能力和水平,力

争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5%以上。加快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其

中,拆房垃圾和装修垃圾集中处置能力达到750万吨/年,其他通

过消纳场所便道铺设、场地平整等方式进行消纳,工程泥浆集中干

化处理能力950万吨/年。推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促进施工工地

垃圾“零排放暠;加强源头申报管理,加强建筑垃圾物流监管,加强

对装修垃圾、拆房垃圾的分类分拣管理。以水上转运能力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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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转运码头布局建设,形成较为稳固的建筑垃圾中转体系。

(三)积极推进城市管理转型

提高市、区、街镇平台综合协调能力,推进责任区制度建设和

达标街镇创建,抓实街面市容管理,完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1.巩固提升市容环境质量。进一步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

管理制度,引导责任单位责任人进行自治,组建一批自律组织,营

造市容环境共治氛围。巩固市容环境综合管理示范街镇和责任区

管理达标创建成果,加强已有设施日常维护和管理;推进全市213

个街道、乡镇和工业园区责任区管理达标街镇创建,提高创建标

准,市容环境综合管理达标街镇达到85%以上。结合上海市对外

展示区域和新一轮城市规划的重点发展区域,在全市90条主要道

路、26个景观区域基础上,引导各区建设一批市容环境示范区域。

开展城郊结合部、区区结合部、大型交通枢纽等区域的环境治理,

健全完善市容管理第三方测评机制和志愿者队伍、监督员队伍、媒

体队伍监督机制,提升市容环境整体水平。

2.加强景观设施管理。全面推进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规划

和景观灯光规划实施工作,组织各区开展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

实施方案的修订和景观灯光区域性规划的编制实施,户外广告设

施按实施方案规范管理覆盖率90%。加强户外招牌基础管理,中

心城区户外招牌建档率90%以上,郊区城镇化地区建档率达到

80%。积极引导、推进使用节能环保景观设施。建立健全户外广

告、户外招牌和景观灯光的建设维护、日常监管和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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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批后监管,完善监管平台,建成快速、可靠、高效的市、

区两级监察体系。协调市有关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建立联动执法

机制。建立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建设和管理维护机制。

3.深化难题顽症专项治理。按照“堵疏结合、分类管理暠的要

求,在不增新量、减少存量前提下,取缔、控制200个无序设摊集聚

点,规范177个无序设摊疏导点;提升212个管控点的环境水平,

巩固治理成果。持续深入开展建筑渣土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大对“乱张贴、乱涂写、乱散发暠等非法小广告

的清除和管控力度。完善机动车清洗保洁服务的规范和标准,推

广微水洗车等节能环保新技术,加大对无证洗车、占道洗车的管理

力度。

4.提高城乡保洁服务管理水平。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加大农

村地区保洁投入,强化和完善环卫设施设备配置和管理,规范农村

保洁标准,稳定保洁作业队伍,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全市道路机械

化清扫率达到92%,道路冲洗率达到70%,协同多部门共同开展

道路扬尘污染防治。提高并保持道路整洁优良率在92%以上,直

管水域市容环境卫生质量优良率达到92%以上。在黄浦江、苏州

河上游水域实现远程视频监控,建立完善的水生植物灾害预警防

控系统。优化公厕布局,新建公厕重点向旧区改造、新区开发、市

府重大工程等倾斜,提高公厕等级和服务能级,增加社会公厕开放

的数量。落实环卫作息场所规划,满足一线环卫职工作业和休息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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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基础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注重基础能力建设和民生服务保障,促进行业管理水平提升。

1.加强行业科技能力和信息化建设。整合行业科技资源,强

化良种选育和推广应用、海绵城市建设、公共绿地土壤监测和改

良、湿垃圾处置技术、栖息地修复等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加快成果

转化和推广应用,构建协同创新平台,用科技进步推动行业跨越发

展。推动信息化与行业管理现代化的融合,推进专业网格化系统

建设和覆盖,加强各类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整合和数据挖掘应用,

“智慧绿化市容暠基本建成。促进绿化市容装备技术提升和应用。

完善绿化市容标准体系和绿化、林业、环卫作业养护定额。建成国

家城市森林和湿地生态定位研究站,开展绿地林地湿地生态服务

价值监测评估。

2.推进绿化市容人才高地建设。顺应和对接上海科技发展趋

势,建立一系列适应行业实际、更加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重点抓

好“四高暠人才队伍建设,扩大总量、改善结构、提升能级,深化行业

特聘专家、“导师带教、高师带徒暠、青年英才百人计划等重点人才

项目。继续推进劳模创新工作室、首席技师工作室等工作项目,开

展劳动竞赛和技能比武,完善技能工种开发、实训基地建设,发挥

劳模先进和高技能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行业技能人才水平。

建立绿化、林业和市容环卫人才继续教育体系,开展专业技术人才

知识更新工程,实施行业职工安全质量、实用技术等专项培训。

3.加强街镇基层管理队伍建设。推动管理资源和管理重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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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进一步做实做强绿化市容和林业街镇基层管理单位,强化基层

管理部门在地区社会治理中的主体责任,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

自治,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充分发挥“两

级政府、三级管理暠体系管理实效。加强街镇绿化市容和林业管理

基层单位设置和人员配置;新建一批标准化乡镇林业站,加强森林

资源监督队伍建设,强化和规范森林资源监督和林政稽查。

4.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继续打造“市民绿化节暠“公园

园艺讲堂暠等活动品牌,开展有特色的公园主题文化活动,着力打

造崇明花岛,建设“上海花城暠。构建花卉苗木良种引种选育繁殖、

苗木生产供应、社会化服务指导体系;加强花卉苗木检验检测体系

建设,初 步 建 成 林 产 品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体 系。加 强 与 “12345暠

“12319暠投诉热线衔接配合,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加快推进老港生

活垃圾科普基地和区县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配套科普基地建设,打

造崇明东滩湿地鸟类科普基地,提高行业科普教育和管理水平。

六、重点项目

“十三五暠期间,通过“十大暠重点工程项目的推进实施,有力支

撑各项目标任务实现。

(一)生态廊道建设工程

重点推进近郊绿环、沈海高速、大治河等生态廊道建设,面积

约5万亩。加快金山地区、合庆、老港、青松走廊等防护林建设,面

积4.5万亩。(见表1、2)

(二)城市绿道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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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外环绿道、黄浦江滨江绿道、环崇明岛绿道等“城市绿

道暠,推进“一区一环暠、公园绿地绿道建设,总长度1000公里以上。

(见表3)

(三)立体绿网建设工程

加强屋顶和立面绿化景观营造,改善城区生态环境,新增立体

绿化网络空间200万平方米以上。(见表4)

(四)农田林网建设工程

结合农林水三年行动计划和美丽乡村建设,实施农田林网5

万亩,农田林网化率力争达到6%。

(五)城市公园体系建设工程

按照中心城区和郊区建成区3000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500

米服务半径的覆盖要求,建设扫盲绿地800公顷以上。其中,中心

城区建设100公顷,郊区建成区建设700公顷。积极推进建设黄

浦江滨江绿地110公顷,楔形绿地700-1000公顷,大居结构绿地

550公顷。结合城市更新,新建改建“口袋公园暠100公顷。(见表

5、6、7、8、9)

(六)郊野公园体系建设工程

推进实施廊下、长兴等7座郊野公园一期建设,面积40.42平

方公里;新建改建临港、奉贤森林公园2座,面积2.1万亩,其中临

港新增林地1.5万亩;实施基本生态网络空间造林6万亩;结合

198工业区转型增绿,新增造林2万亩;按照规划布局,新增未成

林地改造固化林地面积3万亩;实施15处,每处不少于300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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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改造提升工程,建成开放式林地0.5万亩。探索推进1处野

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建设,建设2-3处市级湿地公园。(见表

10、11、12)

(七)外环生态专项工程

新建长宁、宝山、普陀、嘉定、闵行、浦东等6个区外环生态专

项工程270公顷,累计完成外环生态专项1285公顷,基本完成外

环绿带建设。(见表13)

(八)公园改造提升工程

继续实施上海植物园等40座公园改造,完善公园设施和功

能,提升公园特色和园容园貌质量。(见表14)

(九)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收运处体系建设工程

完成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建设(6000吨/日),全市焚

烧设计能力达到19300吨/日。按照中心城区统筹,推进“东暠(浦

东)、“南暠(闵行)、“西暠(嘉定)、“北暠(宝山神工)、“中暠(普陀)和老

港基地应急托底等6个大型湿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理设施建设,青

浦、松江、金山、奉贤等区落实属地化责任推进湿垃圾资源化利用

处理设施与能力建设,全市湿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理能力达到

7000吨/日。全市新增转运站12座,新增转运能力7450吨/日,

改造转运站6座。(见表15、16、17)

建立建筑垃圾分类消纳及资源化利用体系,按照工程渣土、工

程泥浆、工程垃圾、拆房垃圾、装修垃圾等类别,建立分类消纳及资

源化利用体系。重点推动浦东机场外侧2#围区、长兴浅堤滩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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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围等工程应用渣土进行吹填以及浦东老港基地内、普陀桃浦、嘉

定徐行等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及泥浆干化项目建设。巩固提

升建筑垃圾中转体系,在巩固现有建筑垃圾转运码头的基础上,在

蕰藻浜、苏州河、川杨河等有岸线条件的区域深挖潜力,推进建筑

垃圾转运码头布局建设。

(十)老港生态基地建设工程

推进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建设。在老港基地规划研

究的基础上,先行实施全市湿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1000吨/日)、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焚烧残渣综合利用项目、老港综合填埋

场二期(5000吨/日)。提升基地整体服务功能,实施基地道路配

套建设项目,改进基地生态环境,新建科普教育基地。(见表18)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

坚持法治思维,增强行业依法行政能力。积极开展法规、规章

立、改、废的前期工作,完成《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制定、《上

海市公园条例》修改、《上海市实施暣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暤办法》修改、《上海市湿地保护条例》制定、《上海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评估等法规前期研究工作;力争将《上海市森林管理

规定》提升为地方性法规。探索建立景观灯光建设、运营和监管制

度;强化“三地暠占补平衡管理。

(二)加强政策引导,增强发展后劲

坚持绿化市容公益性发展方向,确立绿地林地建设是城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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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绿色基础设施的战略地位,确保财政投入强力保障,确保政策机

制有力支撑。加快公园绿地建设配套政策、林业发展新五年两项

重大配套政策研究,明确市、区职责分工,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绿

地投入机制,完善支持城乡绿化发展的综合管理体系。研究完善

本市垃圾分类减量鼓励扶持办法、本市市容景观治理和维护管理

办法等。研究明确湿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标准,落实湿垃圾资源

化产品出路;研究湿垃圾、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和生活垃圾中

转设施建设扶持政策。

(三)加强规划评估,推进规划落实

完善规划实施管理和监测评估制度,确保各项规划任务落到

实处。分解规划目标任务,加强年度计划与本规划的衔接。加强

规划管理,确保“三地暠资源和环卫设施增量存量落地落图,加强绿

线划示和规划控制。加强规划监测评估能力建设,根据规划主要

指标完善行业统计制度,强化对规划实施情况跟踪分析。结合生

态红线划示和管控,加快研究和完善有利于推动生态建设管理的

绩效评价和考核体系。

(四)加强改革创新,转变政府职能

加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继续推动简政放权,规范和减

少行政审批,实现审批权力运行程序公开透明。按照进一步深化

养护作业市场化改革要求,严格执行养护作业标准定额,确保作业

经费保障。规范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市场监管,转变监管方式,强

化作业质量和成本监管,引导形成有序竞争格局。全面建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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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末端处理设施的法律监管、合同监管、专业监管和社会监督的

综合监管模式。推进行业服务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五)加强社会参与,创新治理方式

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参与的“共管暠机制,拓展参与渠道,搭建

参与平台,提高社会动员能力,加强公众监督。加强舆情监测,积

极有效引导舆论,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协会、学

会等非政府组织作用,开展行业宣传,加强和规范行业建设发展。

强化街镇基层力量,加强部门统筹协调,形成管理合力。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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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骨干路网和骨干河道生态廊道项目

项暋目
序
号

路(河)名 等暋级
两侧控制
宽度(米)

潜力空间
(公顷)

实施面积
(公顷)

骨干路网
“一 环 七
纵九横暠

1 上海绕城高速 高速公路 100 1489.52 446.86

2 沈海高速 高速公路 100 2458.61 737.58

3 京沪高速 高速公路 100 73.06 21.92

4 沪渝高速 高速公路 100 536.27 160.88

5 沪昆高速 高速公路 100 406.01 121.80

6 申嘉湖高速 高速公路 100 1005.34 301.60

7 沪金高速 高速公路 100 220.89 66.27

8 迎宾高速 高速公路 100 186.34 55.90

9 沪芦高速 高速公路 100 529.09 158.73

10 沪常高速 高速公路 100 652.22 195.67

11 陈海公路 主干路 50 646.70 194.01

12 沪太公路 主干路 50 80.82 24.25

13 蕴川公路 主干路 50 3.25 0.98

14 宝安公路 主干路 50 49.70 14.91

15 北青公路 主干路 50 69.10 20.73

16 沈砖公路 主干路 50 36.34 10.90

17 叶新公路-大叶公路-东大公路 主干路 50 460.11 138.03

18 浦新公路 主干路 50 62.90 18.87

小暋计 8966.28 2689.88

骨干河道
“八纵九横暠

1 黄浦江 主干河道 50 215.98 64.79

2 吴淞江-苏州河 主干河道 50 157.58 47.27

3 拦路港-泖河-斜塘 主干河道 50 144.81 43.44

4 大蒸塘-园泄泾 主干河道 50 58.17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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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暋目
序
号

路(河)名 等暋级
两侧控制
宽度(米)

潜力空间
(公顷)

实施面积
(公顷)

骨干河道
“八纵九横暠

5 胥浦塘-掘石港-大泖港 主干河道 50 79.76 23.93

6 新槎浦 主干河道 50 14.67 4.40

7 练祁河 主干河道 50 114.52 34.36

8 油墩港 主干河道 50 186.16 55.85

9 大治河 主干河道 50 253.64 76.09

10 叶榭塘-龙泉港 主干河道 50 153.65 46.10

11 淀浦河 主干河道 50 127.60 38.28

12 潘泾 主干河道 50 175.79 52.74

13 环岛运河 主干河道 50 619.83 185.95

14 川杨河 主干河道 50 57.64 17.29

15 南沙港 次干河道 30 2.53 0.76

16 南横泾 次干河道 30 82.53 24.76

小暋计 2444.87 733.46

合暋计 11411.15 3423.34

暋注:“十三五暠期间实施其中的30%,即5万亩。

表2暋其他生态廊道防护林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万亩)

1 金山地区绿化和防护林建设 2.5

2 合庆防护林 0.3

3 老港防护林 1.2

4 青松走廊 0.5

合暋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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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暋城市绿道项目

区暋域 序暋号 绿道名称 长度(公里)

中心城区

1 外环绿道 113

2 黄浦江滨江绿道 80

3 环世纪公园绿道 8-10

小暋计 201-203

郊暋区

1 松江大学城绿道 15-20

2 长兴岛绿道 30

3 环崇明岛绿道 150

4 环淀山湖绿道 30

5 临港新城绿道 25

6 嘉定新城绿道 25

7 南桥新城绿道 25

8 宝山新城绿道 25

9 吴淞江生态走廊绿道 30

10 黄浦江生态走廊绿道 40

11 青松生态走廊绿道 30

12 嘉宝生态走廊绿道 30

13 沿杭州湾生态走廊绿道 60

14 闵行城市绿道网 50

小暋计 565-570

公园绿地内绿道 300

合暋计 1066-1073

表4暋全市立体绿化任务分解表

单位:hm2

序号 区暋域 分解指标
其暋中

屋顶绿化 其他立体绿化

1 黄浦区 7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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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暋域 分解指标
其暋中

屋顶绿化 其他立体绿化

2 静安区 24 15.5 8.5

3 徐汇区 17 10.5 6.5

4 长宁区 22 14 8

5 普陀区 16 11 5

6 虹口区 12 8 4

7 杨浦区 12 8 4

8 浦东新区 26 16 10

9 宝山区 12 7.5 4.5

10 闵行区 16 11 5

11 嘉定区 7 5 2

12 松江区 7 5 2

13 青浦区 6 4 2

14 奉贤区 6 4 2

15 金山区 6 4 2

16 崇明区 4 2.5 1.5

合暋计 200 130 70

表5暋中心城区(外环线内)公园绿地“扫盲暠项目

中心城各区

需新增公园绿地数量和面积(个、公顷)

已规未建 调规新增 小暋计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最少建设面积

合暋计 227 959.27 147 42.30 374 1001.57 938.56

浦东新区 48 322.00 60 18.00 108 340.00 340.00

黄浦区 10 7.22 0 0 10 7.22 6.73

徐汇区 23 44.27 10 3.00 33 47.27 39.35

长宁区 14 24.97 9 1.80 23 26.77 26.77

静安区 20 22.47 7 2.10 27 24.57 22.45

普陀区 4 45.61 13 3.00 17 48.61 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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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各区

需新增公园绿地数量和面积(个、公顷)

已规未建 调规新增 小暋计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最少建设面积

虹口区 14 18.39 2 0.60 16 18.99 17.00

杨浦区 30 126.85 21 6.30 51 133.15 87.20

闵行区 9 22.08 6 1.80 15 23.88 19.34

宝山区 53 320.67 19 5.70 72 326.37 326.37

暋注:“十三五暠期间实施100公顷。

表6暋郊区(外环线外)公园绿地“扫盲暠项目

区暋域

需新增公园绿地数量和面积(个、公顷)

已规未建 调规新增 未规新增 小暋计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合暋计 666 2176.6 34 10.2 356 106.8 1056 2293.6

浦东新区 207 496.7 7 2.1 117 35.1 331 533.9

闵行区 53 293.3 2 0.6 34 10.2 89 304.1

宝山区 38 65.8 1 0.3 11 3.3 50 69.4

嘉定区 53 54.6 8 2.4 31 9.3 92 66.3

金山区 44 132.3 2 0.6 27 8.1 73 141.0

松江区 75 129.7 7 2.1 34 10.2 116 142.0

青浦区 49 92.8 4 1.2 31 9.3 84 103.3

奉贤区 69 163.3 2 0.6 17 5.1 88 169.0

崇明区 78 748.1 1 0.3 54 16.2 133 764.6

暋注:“十三五暠期间实施700公顷。

表7暋黄浦江两岸公共绿地

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公顷)

合暋计 111.00

宝山段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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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公顷)

1 上港十四区产业转型项目———公园绿地项目 7.09

杨浦段 37.60

2 公共空间一期 0.80

3 公共空间二期 5.80

4 公共空间三期 10.00

5 公共空间四期 6.00

6 公共空间五期 15.00

虹口段 4.45

7 汇山段滨江绿地 4.30

8 长阳路舟山路绿地(一期) 0.15

黄浦段 0.16

9 会馆弄公共绿地 0.16

徐汇段 32.00

10 跑道公园 8.00

11 开放空间南段 19.00

12 龙华港一河两岸 5.00

闵行段 5.70

13 紫竹滨江公园延伸段 2.00

14 闵行滨江公园 3.70

浦东段 24.00

15 杨浦大桥区域滨江绿地及公共环境一期工程 2.86

16 E18滨江绿地南段 1.20

17 E20滨江绿地北段 3.50

18 E8单元洋泾港滨江 2.44

19 E10单元新华码头地区滨江 11.94

20 E20单元滨江绿地北段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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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暋楔形绿地项目

序号 名暋称 面积(公顷)

1 张家浜楔形绿地 456

2 东沟楔形绿地 269

3 桃浦中央绿地(按公园标准建设) 50

4 彭越浦楔形绿地 11

5 三林楔形绿地 676

合暋计 1462

暋注:根据实际推进情况,“十三五暠期间计划实施700-1000公顷。

表9暋大居结构绿地项目

序号 区域 大居名称 项目名称 结构绿地面积(公顷)

1 浦东
浦东新区航头基地

高压走廊绿地 23.00

S32及 A3道路防护绿地 9.59

小暋计 32.59

2 闵行
闵行旗忠基地 待建林地 78.50

小暋计 78.50

3 奉贤
奉贤南桥基地

金汇港东侧绿地 46.97

浦星公路西侧绿地 54.28

绕城高速北侧绿地 9.55

小暋计 110.80

4 嘉定

嘉定云翔基地 蕴藻浜南岸绿地 15.68

小暋计 15.68

嘉定城北基地

沿祁迁河南岸绿化 7.17

沿 G15高速东侧绿化 13.91

沿练祁河北岸绿化 8.17

小暋计 29.25

嘉定黄渡基地
盐铁塘绿地 7.11

星塔绿地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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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域 大居名称 项目名称 结构绿地面积(公顷)

4 嘉定
嘉定黄渡基地 塔桥绿地 4.17

小暋计 14.97

5 松江

松江泗泾拓展基地
轻轨两侧 9.29

高压走廊1.2.3地块 40.39

小暋计 49.68

松江南站大居

沪杭客运专线两侧结构绿地 123.55

北松公路南侧结构绿地 38.16

申嘉湖高速北侧结构绿地 28.80

区域中心绿地 86.34

小暋计 276.84

6 青浦
青浦一站基地

同三林带东侧绿地 15.29

淀浦河两侧绿地 9.22

油墩港西侧、上达河南侧绿地 34.47

沪渝高速北侧绿地 48.69

小暋计 107.67

7 宝山

宝山罗店基地
S7东侧防护绿地 12.37

G1501北侧防护绿地 37.03

小暋计 49.40

宝山顾村拓展基地
沿S7、G1501、沪太路防护绿地 36.50

基地西北侧生态林地 108.75

小暋计 145.25

8 金山
金山亭林基地

沈海高速两侧结构绿地 11.77
区域中心绿地 33.60

小暋计 45.37

合暋计 956.00

暋注:“十三五暠期间实施550公顷以上。

表10暋建成郊野公园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公顷) 预计建成时间

1 松南郊野公园一期 507 2017

2 青西郊野公园一期 46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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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公顷) 预计建成时间

3 嘉北郊野公园一期 930 2017

4 长兴岛郊野公园一期 558 2017

5 闵行浦江郊野公园一期 582 2017

6 金山廊下郊野公园一期 580 2017

7 松江广富林郊野公园 425 2016

合暋计 4042

表11暋新建(改建)森林公园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万亩)

1 临港中央森林 1.5

2 奉贤中央公园(改建) 0.6

合暋计 2.1

表12暋新建市级湿地公园、国家公园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公顷)

1 浦东金海湿地公园 30

2 崇明北湖湿地公园 30

3 青浦大莲湖湿地公园 30

4 崇明长兴岛湿地公园 30

5 浦东临港新城湿地公园 30

6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公园 60000

合暋计 60150

暋注:“十三五暠期间实施其中2-3处市级湿地公园。

表13暋外环生态专项项目

序号 区暋域 面积(公顷)

1 长宁区 6

2 宝山区 73

3 普陀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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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暋域 面积(公顷)

4 嘉定区 8

5 闵行区 68

6 浦东新区 109

合暋计 270

表14暋公园改造提升工程

序号 区暋域 公暋园 面积(公顷)

1

2

3

4

5

静安区

西康公园 0.56

大宁公园(原广中公园部分) 9.4

广场公园(静安段) 3.53

不夜城绿地 4.3

中兴绿地 3.4

6 虹口区 江湾公园 1.07

7

8

9

10

11

12

13

宝山区

大华行知公园 5.8

颐景园 6.67

庙行公园 4

智力公园 4.2

美兰湖公园 19.7

诺贝尔公园 4.15

盛桥公园 3

14 奉贤区 四季生态园 16.9042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浦东新区

滨河文化公园 12.74

世纪公园 140.3

豆香园 3.63

华夏公园 17.32

塘桥公园 3.73

世博公园 23

白莲泾公园 13.6

后滩公园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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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暋域 公暋园 面积(公顷)

23

24

25

26

27

28

闵行区

诸翟公园 3.5

闵联生态园 11.3

西洋园 13.4

陈行公园 6

航华公园 4.7

纪王公园 1.9

29

30
长宁区

延虹绿地 2.7

虹桥河滨公园 2.458

31 徐汇区 东安公园 1.83

32

33

34

青浦区

南箐园 0.5

北箐园 0.5

华新人民公园 7

35

36

37

38

嘉定区

马陆公园 3.855

上海汽车博览公园 76.7

紫藤专类园 2

南苑公园 1.66

39 杨浦区 新江湾城公园 7.35

40 崇明区 瀛洲公园 6.1116

合暋计 468.4488

表15暋“十三五暠全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一览表

设施名称
已有规模
(吨/日)

“十三五暠新增规模
(吨/日) 合暋计

已有设施

江桥焚烧厂 1500

御桥焚烧厂 1000

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期) 3000

黎明资源再利用中心 2000

金山焚烧厂 800

小暋计 8300 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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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称
已有规模
(吨/日)

“十三五暠新增规模
(吨/日) 合暋计

“十三五暠
新增设施

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 6000

奉贤再生能源利用中心 1000

崇明再生能源利用中心 500

松江(青浦)再生能源利用中心 2000

嘉定再生能源利用中心 1500

小暋计 11000 11000

合暋计 8300 11000 19300

表16暋湿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理设施项目一览表

设施名称
已有规模
(吨/日)

“十三五暠新增规模
(吨/日) 备暋注

已有设施

青浦综合处理厂 150 150 技术改造

嘉定综合处理厂 350 0 技术改造

松江综合处理厂 500 技术改造

崇明综合处理厂 30 170 扩建

浦东北片综合处理厂 200 800 扩建

小暋计 730 1620

“十三五暠
新增设施

浦东南片综合处理厂 500

宝山神工综合处理厂 500

普陀综合处理厂 800

闵行生活固废资源化利用中心工程 200 800

奉贤综合处理厂 150

金山综合处理厂 250

老港湿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1000

小暋计 200 4000

合暋计 930 5620

暋注:另有奉贤夏育餐厨垃圾处理厂、环兴餐厨垃圾处理厂、普陀普环餐厨垃圾处理厂三座合计约

450吨/日处理设施,为“十二五暠期间市场化运营企业(土地均为工业或村镇集体建设用地性

质),预计可延续至“十三五暠期末。

—63—



表17暋郊区生活垃圾转运站改造、新建项目一览表

区暋域 序号 转运站名称
规划设计能力

(吨/日) 备暋注

浦东新区

1 陈行转运站 800 改造

2 高桥转运站 170 改造

3 高行转运站 1000 改造

4 张江转运站 800 改造

5 新场转运站 450 改造

6 合庆转运站 800 改造

嘉定区

7 胜辛站 500 新建

8 金昌站 400 新建

9 百安站 250 新建

10 新和站 150 新建

青浦区
11 西虹桥转运站 300 新建

12 青西地区转运站 300 新建

闵行区

13 闵行南转运站(浦江镇) 350 新建

14 闵吴码头转运站 2500 新建

15 华漕转运站 600 新建

松江区 16 新增转运能力 800 新建

崇明区 17 长兴岛转运站 300 新建

静安区 18 闸北环卫基地 1000 新建

合暋计 11470 新建及改造

表18暋老港生态基地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暋模

1 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工程 焚烧生活垃圾6000吨/日

2 焚烧残渣、飞灰综合处理 规模1500吨/日

3 基地道路建设 约4km

4 新建科普教育基地 建筑面积2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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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规暋模

5 湿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1000吨/日

6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200万吨/年

7 老港综合填埋场二期 5000吨/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高法院,
市检察院。

暋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11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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