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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游客垃圾分类视频走红

上海女导游意外上“热搜”

本报讯 （记者 李宝花）“纸巾是什么垃圾？”

“干垃圾！”“它再湿它也是？”“干垃圾！”“瓜子壳
是？”“湿垃圾！”“它再干它也是？”“湿垃圾！”“电
池药片血压计，它们都是？”“有害垃圾！”……近
日，一场宛如幼儿园老师和同学间问答式的上海
垃圾分类视频走红网络，获得网友一致点赞。

有意思的是，视频中身着蓝色上衣的“提问
者”，既不是老师也不是居委会大妈，而是一位上
海女导游。这段视频令“上海导游教游客背垃圾
分类口诀”这一话题在微博和抖音等平台获得广
泛的关注和讨论。

记者了解到，这位“网红”导游叫王玉琴，是携
程自营华东区的一位导游。 对于自己在游客拍摄
的一段视频中突然走红，她表示很意外。她说，为
了帮助来沪游客更快地适应垃圾分类， 自己所在
的公司 7月初开展“垃圾分类无忧”活动，对导游
进行了培训， 要求大家在行程中帮助游客进行垃
圾分类。“每个导游都有自己擅长的表达方式，于
是我上网学习了一些垃圾分类的知识， 尤其是针
对游客旅途中经常产生的垃圾， 通过一些段子等
轻松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到垃圾分类活动中来。”

据介绍，除了分类知识普及，公司还要求导游
携带一次性塑料袋，在没有干湿垃圾箱的景区，给
游客临时盛湿垃圾； 团队大巴车上配置了干湿垃
圾桶，方便游客定点投放；游客在预订相关的上海
跟团游、半自助游等产品时，会在产品页面看到垃
圾分类、酒店不主动提供“六小件”的特别提示。

很多网友评论称王玉琴讲段子的声音很有
感染力，像幼儿园老师一样。出生于云南大理的
王玉琴做导游已有十多年了， 她说自己喜欢唱
歌，带团时，经常会结合景区特色给游客唱几句，

活跃气氛。因为声音好听，王玉琴 2005年时曾参
加过歌唱类选秀节目。 她笑着说：“唱歌没红，没
想到当导游却上了热搜。”

在这段视频中，游客们反应迅速又异口同声
的多次回答，也是个“燃点”。有网友评论称：面对
一群如此认真的“学霸”游客，导游教起垃圾分类
来也会特别带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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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如果村民坚持要求还耕，那村委会一定会清理这些建筑垃圾”

奉贤区区长郭芳：建筑垃圾不能随意堆放到基本农田里

土地还耕先检测，若能种作物再复用

奉贤区西渡街道灯塔村村委会将两块共计
42亩效益不佳的耕地， 用于消纳工程建筑垃
圾，造成耕地荒废近 9年。将耕地用于堆放建筑
垃圾合规吗？耕地还能复垦吗？昨天，做客 2019

“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的奉贤区委副书记、

区长郭芳对此进行回应。

连线中， 奉贤区建管委主任汤民介绍，建
筑垃圾产生于 9 年前轨道交通和连城商业广
场建设。目前，村里与相关部门已行动，对一些
建筑垃圾进行清理。

随后连线的区绿化市容局局长周华称，根

据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如果建筑垃圾要
填埋或堆放，一定要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划、

环保等方面的规定； 需要回填建筑垃圾到建设
工程或低洼地、滩涂等规划外场所的建筑垃圾，

必须到所在地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备案。 绿化市
容局也要指派专人到现场核实和指导。“不提倡
建筑垃圾临时占用耕地堆放， 更反对在农田里
填埋。”周华说，一方面，我们鼓励完善建设规划
的标高、堤坡造景、低洼填平等就地利用方式，

实现源头减量；另一方面，奉贤区已在东西部地
区各建了一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

其中，8月柘林塘的造林填埋规划将部分投入
使用，届时可消纳较多建筑垃圾。

郭芳建议，几个部门统筹考虑，除去往柘

林塘，也可以考虑投入到 4号农村公路建设的
资源化利用中。她要求生态环境局局长卫永明
关注还耕问题，“9年堆下来，土地有没有问题？

一定要检测。如果不能种作物，也请提出合理
建议，让村里再落实。”汤民表态，月底之前可
把土地按照要求进行评审，经过检测，若可以
作为农用地，再进行复用。

周华在连线中补充道，建筑垃圾处理实行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如果有建筑垃圾产
生，必须申报。

最后，郭芳对三个管理单位的负责人提出
要求，要举一反三，督促建筑垃圾的处理责任
主体，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把相关事务处理好，

不能随意堆放到基本农田里。

■本报记者 车佳楠
实 习 生 荆翘楚 盛晓馨

区长访谈

奉贤灯塔村42亩耕地因堆埋建筑垃圾，长达9年无法耕种

牺牲耕地消纳建筑垃圾，是赚还是赔

“好好的耕地，多年来都是乱石瓦砾，种
不了庄稼。” 来自奉贤区西渡街道灯塔村鸿
宝 2 组的村民张老伯近日向 12345 市民服
务热线反映，自己承包的耕地中，有 7 亩土
地长达 9年处于荒废状态，“并不是不愿种，

而是这块地底下全是水泥、石块、石柱等建
筑垃圾，没法种庄稼。”据村民了解，这些石
块多年前由周边市政和商业设施建设工程
遗留下来的。“解放热线·夏令行动” 记者对
此展开调查。

7亩耕地堆埋建筑垃圾
灯塔村地理位置优越，北部紧邻黄浦江

上游， 距地铁 5号线西渡站仅 1公里多，与
西渡街道一批批现代化小区接壤。7月 26日
上午，记者沿西闸公路往西行驶，刚过洪宝
小洋房小区西侧， 路边隔离带出现一个缺
口，这正是鸿宝 2组村民张老伯承包的耕地
入口。碧绿的稻浪映入眼帘，张老伯的 5 亩
田都种植水稻。为方便及时浇灌，张老伯在
附近建了简易棚舍。但令他头疼的是，相邻
的 7亩地一直杂草丛生，不能耕种。

拨开一人多高的杂草，记者首先看到一
辆生锈废弃的手推车， 脚下出现大量砖块。

再往耕地中心走，硕大的圆柱状、石墩状水
泥块横亘田头，周围遍布村民用锄头刨开的
土坑和挖出的碎石瓦砾。“地下都是这么大
的石块，拖拉机都拉不动。”由于没有土壤打
底，4棵移植过来的核桃树枝干都出现干裂
迹象。种植水稻是不可能了，居民只能“局部
还耕”，见缝插针种植蔬果，但这些蔬果相比
一般田地产量要少很多。

35亩公益林里堆满乱石
离灯塔村鸿宝 2 组约 100 米的鸿宝 15

组， 紧邻西闸公路边的 35亩耕地也是一片
乱石区。这里是一片平整的公益林，主要种
植冬青树和桉树。记者隔着铁丝网看到地上

随处冒出来的石块。铁丝网边上还有一口荒废
的灌溉井。村民称，原先这块地因沟壑纵横，被
村民挖做鱼塘。2010年村委会决定堆放建筑垃
圾，石块不仅将鱼塘填平，还堆成小山包。2016

年，村委会又平整了这些建筑石块，但因无法
用于种菜养鱼，就栽种成了一片公益林。

鸿宝 15组村民李老伯称，这 35亩乱石地
属村里的“机动地”（预留的集体农业用地，流转
须经村委同意）。他拿出自己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证上显示其确权的个人土地面积有 2.4

亩，整个村的机动地达 43.28亩。李老伯称，机
动地比一般耕地收成略差， 但日常也交由村民
种植。如今，35亩机动地彻底丧失耕种价值。

堆放建筑垃圾曾换来收益
村委会一名负责人说，这些建筑垃圾来自

两次重大工程， 即轨道交通 5号线桥梁建设以
及地铁口的连城商业广场建设。 工程需要场地
堆放和消纳建筑垃圾，找到灯塔村村委。村委会
便物色了未种水稻、 收成不佳的 35亩农田，给
上述工程用来处置建筑垃圾。整个过程，口头让
生产队长通知村民，但没有征询村民意见。村委
会因此收到两个工程 45万元作为堆放、消纳和
补偿的费用，这些钱全部分给村民了。

岂料35亩农田还不够用。连城商业广场方
面要求村委会再找一块地，口头承诺“临时堆放

两三个月”。随后，2组的7亩土地再次被征用。连
城商业广场堆完后便做起“甩手掌柜”，村委会
多次联系未果， 一堆就是五六年。 村民投诉集
中， 村委会不得不自掏腰包进行部分推平和转
移，但因资金不足，无法彻底处理。“如果村民坚
持要求还耕， 那村委会一定会清理这些建筑垃
圾。” 但村委会考虑的是，如
果投入大量资金转移这些建
筑垃圾，损失的是集体资产。

尽管堆放建筑垃圾初期
为灯塔村带来一笔收益，但
此举破坏耕地， 损害村民土
地权益，长远来看得不偿失。

■本报记者 车佳楠 见习记者 栗思

科创板个股换手率趋于平稳
昨一个股涨幅达20%触及涨停

本报讯 （记者 张杨）昨天，科创板按照既定
规则， 开始对首批 25 只科创板个股实行日内
20%涨跌幅限制。当天 25只个股全线上涨，其中
沃尔德一只股票涨幅达到 20%，触及涨停，并直
至收盘。此外，瀚川智能、航天宏图等 7只个股涨
幅超 10%。

个股换手率也逐渐趋于平稳。 除交控科技、

航天宏图2只个股换手率超过50%外， 多数个股
换手率在20%至50%之间， 换手率最低的中国通
号为16.75%。中信建投证券认为，进入常规交易
之后，科创板将会迎来更多理性投资者，换手率
会进一步减小，市场振幅将收缩，公司估值将会
更合理。与此同时，根据市场规律，个股之间的差
距也将进一步分化。

鸿宝 2组的 7亩农田遍布石块瓦砾。 车佳楠 摄 鸿宝 15组 35亩土地被改建成公益林，但依然乱石林立。 栗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