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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水产养殖业
要注意海洋生态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中国要发展
海洋经济，但是要科学地发展“蓝色
的”海洋经济，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海
洋经济。被誉为“海洋之子”的中国科
学院院士、物理海洋学家苏纪兰近日
在市科协举行的上海院士专家系列科
普讲坛之《探秘海洋——多重压力下
的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如是说。

“我国的水产养殖业已经占了全
世界的63%，美国人吃的鱼50%是从
中国进口的，中国在全球做的很重要
的贡献就是养殖。”苏院士认为，虽然
养殖业未来也需要发展，但是，关键
是怎么发展。“因为在大力发展养殖
的同时，也要注意可能带来的生态问
题。”苏院士举例道，比如说贝类，本
来应该是生长在沙滩的，但是人工养
在水里面，就容易形成褐藻，导致水
质浑浊。

对于“海洋牧场”的概念，苏院士
表示自己并不赞成。“陆地上，我们有
草场，可以放牧，但是海洋的生态环
境跟陆地不一样，你不知道会发生什
么事情。”但是，苏院士认为深海养殖
对环境的影响不太大。“如果能解决
饲料的问题，深海养殖还是可行的。”

苏院士反对大肆捕捞。他认为，
捕捞时要考虑好怎样使鱼可以持续
发展下去。不能把幼鱼渔场破坏掉，
每次要开展一个新的渔业时，科研马
上要跟进，要“科学地捕捞”，要研究
好最大限量能够捕捞多少。

“中国的海洋经济开发利用规模
大、速度快、多面开发，全球没有先
例，过去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苏院
士认为，政府和公众要认清海洋生态
系统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科技界也要
加强对近海生态系统的研究。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本报曾报道过的连通71
路中运量与虹桥枢纽的公交 835 路
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今后市民、游
客从机场或高铁站抵沪后，可以直
接乘坐该线路换乘中运量公交直达
外滩。

据介绍，835路长度达8.8公里，
起点站设置在申昆路公交枢纽站，与
中运量 71 路申昆路终点站同站。
线路自申昆路枢纽站起，经高虹
路、七莘路、虹渝高架路、申贵路、
兰虹路、申长路、申兰路、申滨南

路、申滨南路地道、申昆路、高虹
路 、申昆路枢纽站止。停靠站点包
括申昆路枢纽站、虹桥机场 2 号航
站楼出发8号口、虹桥高铁出发（南）
2 号口（下客站）、虹桥西交通中心
（与虹桥枢纽1路并站）、申昆路枢纽
站。目前申昆路交通枢纽站首末班时
间为早上5:30-晚上22:00。全线配备
4辆公交车，计划班次间隔时间15分
钟，票价2元。

835路投入运营后，将解决申昆
路交通枢纽站与虹桥火车站及轨道
交通的公交接驳问题，缓解虹桥机场
2号航站楼、虹桥火车站的客流疏散

压力，进一步完善中运量71路后续
线网优化方案。

此外，针对航华小区居民方便换
乘中运量的出行需求，巴士公司也将
做出相应调整：调整709路走向接驳
航东路站；调整149路站点，原149
路凯旋路虹桥路方向虹桥路长顺路
站移至中山西路虹桥路；新增72路
站点，平吉新村方向增设安顺路中山
西路站。72路茅台路威宁路方向已
增设中山西路安顺路站，解决748路
缩线后出现的纺大新村居民出行不
便的矛盾，方便安顺路纺大新村居民
换乘轨交3、4号线。

“文化上海”系列
主题讲座开讲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由市精神
文明办和市社科联共同推出的“风从
海上来——近代上海经济的崛起之
路”系列讲座首讲，昨天在杨树浦水
厂礼堂举行。这是东方讲坛“文化上
海”系列主题讲座之一，也是上海推
进市民修身行动、倡导学习型城市建
设的重要项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戴鞍
钢做题为《中心与辐射：近代上海与
长三角及全国的经济关系》的演讲。

系列讲座聚焦近代上海经济，选
择杨浦、宝山、普陀、黄浦、虹口等上
海工业文明积淀深厚的区域和场馆，
邀请戴鞍钢、晁钢令、吴景平、邢建
榕、朱荫贵、冯筱才等6位著名学者
讲述上海百年工业、金融、贸易、航运
及海派文化的发展历程，引导广大市
民通过讲座体验城市成长的嬗变，感
受一个变革时代的辉煌，追寻上海这
座魅力都市在日新月异发展中最初
的源头。

据悉，所有讲座将在解放日报、
澎湃新闻、东方网、上海广播海上畅
谈节目和东方讲坛公众微信号，通过
文字、音频、视频等多种方式刊播，让
上海的文化记忆和城市精神走进越
来越多的市民心中。

■都市脉搏

公交835路正式投入运营，连通71路中运量与虹桥枢纽

72路增设中山西路安顺路站

暂停新增投放获支持
截至今年8月，上海的共享单车

投放总数已超150万辆，几乎是自行
车行业协会预计单车需求量的3倍，
单车停放问题亟待解决。8月18日，
上海市交通委发布了告知书，要求单
车企业暂停新增投放车辆，并加强对
违规停放车辆的清理，按团体标准配
备运维人员。

普陀区一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管
理负责人告诉小组队员，道路资源毕
竟有限，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车太
多，暂停新增是第一步。

“共享单车刚开始的时候，特别
方便，作为用户，我还是很欢迎的。
但是发展到后来，现在路面上已经到
处都是车了，还不断有新的单车投
放，过犹不及。”单车用户杨小姐表
示：“现在上海的禁投令很有必要，其
实，我觉得已经发布得有点晚了，不
过从现在开始做好总量控制比继续
放任是要好得多的。”

信用分机制作用有限
实践团队发现，共享单车的停放

管理需要大量的运维人员，特别是由
于城市日常的早晚高峰，使单车的停
放呈现潮汐现象。做好重点时间、重点
地段的单车调度运维工作尤为重要。

学生们发现，目前各单车公司的
调度工作，基本按照行政区划分，每个
区为一个管理单位，设区长，区下又划
分为多个小区，进行网格化管理。“我

们每个区都有专门管理运维的区长，
与各个小区工作人员和各区政府部
门通过微信群联络，在群里发指令，
说明各路段情况和违章车处理情
况。”一位单车运维人员解释道。

依照新出台的团体标准，单车数
量与运维人员比例应达到千分之五，
但实际中千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二的
人员配比是常态，运维人员依然存在
巨大的缺口。

如今，真如镇街道制定了《共享
单车行业自律管理细则》，建立共享
单车“五分钟”快速响应、“十五分钟”
快速处理机制，要求企业对违反交通
法规、乱停放的用户按照用户协议处
罚细则进行扣除信用积分等惩罚。
对共享单车企业失信行为，将利用诚
信红黑榜等平台进行公开通报等。

然而，信用分机制作用在现实中
仍然有限。一位单车企业的负责人表
示：“我们信用分扣分是通过APP举报
功能，现在主要是我们的运维人员举
报，用户使用举报功能的很少。对举
报扣分审核比较谨慎，我们也很无奈，
现在市面上共享单车这么多，如果太
严格用户就不使用我们的车了。”

建议从准入到退出规范化
为解决停放难题，实践团队提出

建立准入到退出的制度构想。
团队负责人、华政研一学生张淑

楠认为，政府部门可依照行业标准，
明确共享单车行业准入门槛，对企业
进行市场准入申报审查。将共享单

车作为管理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通
过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的方式
设定行政许可。对已经进入的单车品
牌，若不符合要求限期改正，或者依法
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其履行义务。同
时，各区建交委可通过协商方式与单
车企业签订本区内共享单车服务协
议，明确企业单车数量、提供服务的标
准，以及不提供服务的违约责任。

“总量控制有准入和退出两个方面，
现在准入有初步规定，接下来就是严格
落实的问题。不过，退出还没有明确的
解决方式，如何处理市面上已经过多的
存量单车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小组成
员、华政研一的学生陈松竹说道。

对此，团队还建议用“违约责任+
许可监督+信用落实”的方式来落
实。具体来说，不妨在各区政府和单
车企业签订的行政合同中，明确单车
企业不经许可投放以及运维管理秩
序混乱等违反义务行为的责任，经过
第三方考核被认定服务质量差的单
车企业依照协议减少在本区内的单
车数量，通过公开单车企业考核结果
等方式督促企业遵守合同规定。

同时，行政许可实施部门发现被
许可人不履行规定的义务，责令其限
期改正，或者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督促
其履行义务。对于运维秩序混乱、服
务质量极差，经提醒仍不改正以及不
履行行政合同义务的企业，其行为应
作为严重失信行为，依照上海公共信
用信息管理办法，并吊销企业在当地
的运营许可证，强制退出本地市场。

华东政法大学9名研究生组成实践团队调研共享单车停放问题

建议建立准入到退出的规范化制度

由华东政法大学9名
研究生组成的“何处安放的
彩虹”实践团队，近日走访
了本市多家政府部门、单车
企业、自行车行业协会、停
车管理公司，对共享单车停
放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期待
以制度建设破解困局。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依然存在巨大的缺口。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