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时进行时垃圾分类

广角04 责任编辑：刘静娴 59527617 18964619212

E-mail：53707882@qq.com
2019年4月9日

首条“美丽乡村”公交线上半年开通
示范线为公交嘉定62路，串联曹王禅寺、西巷、徐行客堂汇、黄草编织博物馆等景点

台胞寻亲嘉定，
70年乡愁“归根”

今年的“五一”放假通知刚公布，

很多市民都不约而同选择出境游。数

据显示，假期境外目的地办签量排名

前十的国家分别为：日本、泰国、新加

坡、美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越南、

菲律宾、新西兰、英国。但出门在外，除

了玩得开心还要注意什么？

安全！出门在外，要留意预警信

息。多关注外交部通过中国领事服务

网、“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领事

之声”微博、“外交部12308”手机客户

端发布的海外安全提醒信息。要谨慎

驾驶，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要注意涉水

安全。要注意财产安全，尽量少带现

金，采取信用卡方式支付；妥存贵重物

品，切勿炫富。要注意证件安全；护照

是重要身份证件，务必妥善保管，不可

用于抵押；要复印留存，注意携带复印

件和备用护照照片。要注重身心健康，

与亲朋保持联系。要防范电信诈骗，务

必保持头脑冷静，不轻信，不随意透露

个人身份信息、信用卡信息，更不要转

账汇款，及时与家人沟通；如无法辨别

是否为诈骗电话，建议挂断电话并按

领区拨打中国驻当地使领馆领保电话

进一步核实。最后，牢记外交部全球领

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

86-10-12308、+86-10-59913991。

在注意自身安全的同时，市民也

不要忘了文明旅游。文化和旅游部日

前特别提示，“每个行走在外的国人，

都是一张中国名片”。入乡随俗，尊重

他人。敬人者，人恒敬之。获得别人的

尊重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要因

为不尊重别人，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

地，那就得不偿失了。 通讯员 家轩

出境游要文明更要安全

本报讯 年初正式出台的《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应当减少使用一次性办

公用品，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

性杯具，旅馆不得主动提供客房一次

性日用品，餐饮服务提供者和餐饮配

送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免费的一

次性筷子、调羹等餐具。这一系列的规

定，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用这些一次

性用品，生活会变得怎么样呢？在嘉

定，已经有一家公司，开始了这样的有

益尝试与探索。

这家名为九悦久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的企业，位于嘉定新城（马陆镇）嘉

源海艺术中心内，主营艺术策划、文化

交流、企业咨询等业务。公司总经理崔

语桐介绍，从 2016 年开始，公司就开

始推行“零垃圾计划”。推行这一计划

的灵感，主要来自《我家没垃圾》一书，

该书作者倡导的5R（拒绝、减少、重复

使用、回收、分解）理论，让公司成员备

受启发，由此探索出了一套循环利用

垃圾的方法。如今，整个公司每天产生

的湿垃圾不足 1 升，垃圾总量减少

70%。

如此少的垃圾量，这家建筑面积

达 800 多平米，能同时容纳一百多人

的企业是如何做到的？首先，公司在建

筑设计上就融合了环保理念。走进企

业大厅，目之所及基本看不见任何繁

复的装饰，墙上无挂画，只通过巧妙设

置的隔断和窗、门借景，自成天然点

缀。办公家具也极简，均为原木材质，

公司不主张随意购买塑料商品，比如

在活动中经常用到的塑料白板，就用

木质黑板代替，不仅可以循环利用，也

杜绝了塑料彩笔的使用。

崔语桐介绍，垃圾减量要从细微

处做起。在公司的茶水间，可以看到一

排整齐摆放的透明瓶子，里面装着形

色俱佳的酵素，公司每天产生的80%

的果皮，都进入这些瓶子里变废为宝，

成为酵素清洁剂。招待访客产生的废

茶叶，也被收集起来晾晒，成为去异

味、烹饪菜肴的最佳材料。花艺课产生

的耗材，通过倒挂风干的方式制作成

干花，可在下次活动中重复利用。公司

还有不成文的规定：所有员工不能叫

外卖，工作餐必须堂食解决，而收发快

递不得不产生的包装盒，公司也鼓励

员工进行回收利用，对执行得好的员

工，还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公司售

卖的产品则采用零塑料的包装方式，

即便是包装中不得不用的胶带，选择

的也是更为环保的纸胶带。

记者注意到，公司的纸巾盒用的

是小布袋，崔语桐说，这种方式一是避

免使用塑料制品，二来也能暗示访客

节约用纸。值得一提的是，卫生间的一

次性擦手纸全部用布手帕替代，是崔

语桐从家里带来的老布重新剪裁而

成，每天进行清洗和消毒。在她看来，

“零垃圾计划”的推行不仅让公司的管

理更井然有序，更重要的是给大家带

来了生活观念的革新。

随着“垃圾分类是新时尚”观念的

普及，“零垃圾计划”也走出公司内部，

来到了更多的群体当中，在企业、社区

和书房等场所，九悦久针对不同的人

群，开展了多场垃圾减量宣传活动，一

些客户也主动邀约九悦久为其制定垃

圾减量的执行方案。

崔语桐表示，正如《我家没垃圾》

的作者所说“回收以及堆肥是垃圾进

入垃圾场前的最后一道防线”，要真正

做到垃圾减量化、做好垃圾分类，避

免、减少不必要的垃圾产出，更加有效

地二次利用废弃物，是每个人和团体

必须学习和经历的过程。

记者 王安琪

垃圾总量减少70%，这家公司如何做到的？

本报讯 见多了城市的车水马

龙，有时候去乡村欣赏田园风光，或许

也是周末娱乐休闲的不错选择。然而，

乡村也难免存在着公交线路少、出行

不便等问题。近日，记者从嘉定公交公

司获悉，嘉定首条“美丽乡村”公交示

范线预计将于上半年开通，今后，市民

可选择公交出行，游览嘉定的美丽乡

村。

业内人士表示，嘉定一些乡村有

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过去乡村旅游一

直以自驾游为主，如果开通“美丽乡

村”公交线路，就能降低乡村游的门

槛，让更多市民游客感受到美丽乡村

的魅力。事实上，去年区委六届五次全

会就曾指出，要综合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在风貌塑造上留住乡村的“形”，在

文化传承上留住乡村的“魂”。“我们将

重点通过公交运营与美丽乡村协同推

进的模式，从人、车、线、站入手，将公

交服务与地方风土人情融合，不断提

升美丽乡村知名度。”嘉定公交公司负

责人说。

鉴于此，嘉定公交公司决定在公

交嘉定62路上试点。作为连接轨交11

号线嘉定北站与徐行镇的主要公交线

路，公交嘉定 62 路途径嘉定老城区、

徐行、曹王等地区，线路全长16.25公

里，单程需要20至25分钟，日均客流

量为 1700 人次。公交公司负责人介

绍，该线路为典型的城乡公交线路，沿

途休闲旅游资源较多，一条公交就可

以串起来。比如西巷的瓷上文化空间

已获选“美丽庭院”称号，具有一定的

人文知名度，游客可在此亲手绘制陶

瓷作品，体验传统陶瓷文化。

根据规划，公交嘉定62路沿线的

候车亭将结合地方特点和乡村特色进

行改造，形成徐行独有的人文特色公

交亭。在改造候车亭的基础上，有条件

的站点将加装55寸电子显示屏，发布

车辆到站实时信息，方便市民游客出

行。此外，该条线路的车辆也将进行统

一升级，目前 7 辆油电混合空调车将

全部更换为纯电动公交，提升市民乘

车舒适度。除硬件升级外，公交嘉定北

站枢纽、沿途候车亭、车身及车厢内部

等区域，也将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及草

编、蒸糕、陶瓷、风筝等徐行元素进行

宣传推广。

采访中，不少市民对“美丽乡村”

公交示范线充满期待。“希望能吸引更

多游客来黄草之乡，近距离体验乡村

的惬意生活。”市民张宇说，嘉定的不

少“美丽乡村”都各有特色，希望今后

能陆续开出公交专线，方便嘉定及上

海市民来欣赏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

而南翔镇居民罗元顺则建议，开通一

条纵贯嘉定南北的旅游专线，将南翔

老街、古猗园、嘉定图书馆、孔庙、州桥

老街、华亭人家、毛桥集市等景点进行

有机串联，“为沿线地区吸引更多游客

的同时，倒逼上述景点进一步完善相

关配套，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实现乡村

旅游高品质、可持续发展。”记者 冉涛

本报讯 “我涂、我涂、我涂涂

涂！”4月6日，新启用的现厂亲子园内

好不热闹，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一起

为倔强的骆驼、吓人的狮子、恐怖的

蛇、调皮的猴子等小动物涂上绚丽的

色彩（见右图）。

“我们举办这场亲子创意美术活

动，希望小朋友们保护动物，从小小的

我做起。”区妇联工作人员表示，今后

亲子园将不定期举办各类亲子活动，4

月的活动主题为动物世界。

据了解，现厂亲子园同时也是嘉

定镇街道儿童之家，由区妇联和嘉定

镇街道共同筹建，位于现厂园区内（博

乐路70号B幢108室），内有娃娃家、

建构玩具、绘本、儿童益智玩具、滑滑

梯等设施。亲子园每周二至周五 9：

00—11：00 免费对外开放，每周末都

会为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们筹备各种

各样有趣的亲子活动。活动招募信息

定期发布，市民可关注“嘉定女性”微

信公众号。 记者 顾娴慧 文/摄

现厂亲子园开园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

头，大陆在那头。”今年七十多岁的赵

一珍，住台湾基隆，过去每一天她都被

乡愁萦绕，这诗句仿佛就是她的现实

写照。近日，她终于通过视频和远在嘉

定的姑妈诉了衷肠。

春节前夕，一位姓高的老先生来

到嘉定区档案馆，他说：“我在台湾认

识了一位朋友，叫赵一珍，父亲叫赵志

伦，母亲叫赵高氏。她 1945 年出生于

江苏嘉定，次年随父母去了台湾，现在

希望能够找到亲人。”“先生，你提供的

线索太少了。”工作人员小吴说。“还有

个线索，她们家起名都是按排行的，同

辈人中间的字都一样。”但检索并无结

果。之后，高先生与小吴互留了联系方

式，约定有线索再联系。

不久后，高先生联系了小吴，告诉

他赵一珍找到了母亲的民国身份证，

上面写着“黄渡四保三甲十二户”，“她

还找到了一封信，寄件地址是黄渡西

市。”小吴翻阅了《嘉定县志》《嘉定地

名志》《黄渡镇志》，最终确认该“四保”

为 1946 年前的保甲划分，范围为“西

小桥至西市梢”。又通过《嘉定觅痕》一

书与手机地图对比后，找到了“西小

桥”和“西市梢”如今的位置，并发现

“西小桥”附近有户标注为“赵益平”的

人家。小吴在各类档案中追踪此人痕

迹，发现“益”也有作为“一”的写法，且

在他居住的劳动街附近发现一户居民

“赵一璋”。高先生获悉后，立刻前往黄

渡。

“赵一珍，我找到你姑妈了。”几经

周折与走访后，高先生在黄渡找到了

赵一珍的姑妈。姑妈韩赵氏回忆，她有

一个哥哥，解放前没了工作，当时台湾

有个厂在招人，他就带着全家去了。在

高先生的提议下，海峡两岸相隔遥远

的姑侄二人接通了视频。视频那头的

赵女士泣不成声：“我一定要来见见姑

妈，谢谢嘉定档案馆和高先生，帮我找

到了亲人！”（文中人物均已化名）

记者 顾娴慧 通讯员 吴嘉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