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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大概产生 2000 万
吨的废旧纺织品，怎么进行高值
化的废纺利用成为环保业界关
注的重要话题。近日，由中国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主办的“2019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暨废旧纺织品
循环利用研讨会”在贵阳市举行，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潘永刚认为， 未来废
纺市场潜力巨大， 政策利好可以
期待。

该研讨会举行期间发布的
《中国废旧纺织品再生利用技术
进展白皮书》指出，中国每年消耗
的纺织纤维达 3500 万吨，每年产
生的废旧纺织品可达 2000 万吨。

据了解，目前，废旧纺织品的
回收大致分为政府支持的废旧衣
物回收箱模式以及民间组织自发
回收、品牌服装企业自主回收、公
益组织回收等模式。 中国废旧纺
织品的再生利用率不到 20%。

“当前国家大力推动垃圾分

类工作， 为废纺的资源化利用提
供了更大的契机。 ”潘永刚说，全
国 46 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中已
有 29 个城市明确对个人违规投
放垃圾行为进行处罚， 各地垃圾
分类立法进程正不断加快；同时，
一些地方管理部门将废旧纺织品
与废金属、废塑料、废纸、废玻璃
并列为主要可回收物， 明确了分
类标准。

“不同的纺织品面料，在回收
利用的时候，都可以回收上来，但
是怎样分类、利用，难度非常大。”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原副司长马荣
介绍说， 目前我国的垃圾回收处
理行业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
回收模式不清、 缺乏有效监管等
问题，同时，加强环保的公共意识
和教育也有待提高。

“废纺利用，市场先行”。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废纺产生
量越来越多， 一些专家认为废纺
利用要取得发展， 后端的商品出

口要打通， 企业有盈利能力才能
生存和发展， 环保进程也能更好
地与之相应推进。

潘永刚认为， 让废纺回收利
用成为健康产业，需要技术提升、
装备升级、标准完善，更需要在废
纺利用及再生产品的使用上获得
更多的政策支持， 推动产业提质
增效。“回收及资源化利用企业要
在提高效益的同时减少投入成
本，才能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指
出，提高产业集聚度、拓展延伸产
业链和提升再生产品质量， 是实
现环保领域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然
选择。“改变再生资源回收由市场
主导、 垃圾运收处理由政府主导
的‘二元分治’模式是必然要求。”
刘建国同时指出， 不管是垃圾处
理还是再生资源回收， 都要从过
去一种比较单纯的市场行为模
式向全民参与、社会共治的方向
转变。 （新华社）

南京市近日出台《南京市市场化租赁住房
建设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市场化租赁住房建
成后不得分割转让、不得分割抵押,经批准整体
转让或抵押的，不得改变租赁用途。

市场化租赁住房是指采用市场化运作、由
企事业单位投资、 用于租住的新建或改建房
屋，不含政府筹建的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等
租赁住房。

管理办法明确，南京市符合条件的产业园
区经批准，可将园区中工业项目配套建设行政
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由原来占项
目总用地面积的 7%提高到 15%， 重点建设集
体宿舍、员工宿舍，出租给园区职工居住。

同时， 也可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
实施主体原则上为项目所在镇街或村集体经
济组织。 规定要求，确定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
房项目前，原则上应征得拟占用土地所有权所
属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代
表同意，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自愿实施、自主运
作。

南京市明确，市房产部门建设房屋租赁服
务监管平台，用于租赁住房业务办理、信息统
计和权属核验、市场监测等。 租赁住房项目将
统一纳入平台管理，办理租赁合同网签、备案
等手续。 （新华社）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出谋划策， 长三角高
校智库联盟 22 日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长三
角一体化与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 智库峰会同
日举行。

据介绍， 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由复旦大学
倡议，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
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五所联盟高校共同发
起，面向区域内外智库开放，旨在着力发挥长三
角高校的人才优势、智力优势、国际合作优势，
计划通过联合研究、 互鉴特色、 人才培养等机
制，逐渐形成一体化的引领性智库集群。

此间专家认为， 区域内高校智库在研究长
三角一体化方面有着独特的地缘优势、 先发优
势和智力优势，肩负着研究好、阐释好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的重大理论问题，解释好、解决好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的部分现实针对性问题的重任。

会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
余淼杰建议，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需要突破已有
省市的行政边界，对各方资源进行整合；培育高
端制造业的产业集群、建立现代服务业中心。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夏文忠表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需
要搭建更高层次开放平台， 在长三角地区共同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打通‘科学发现到技术突破’‘技术突破
到产业进步’的瓶颈环节。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
长沈坤荣表示， 长三角发展突出现代产业引
领， 构建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区域产业链，
并培育国际级科创中心，发挥国际人才引领优
势，协同打造宜居宜业的人才高地。 (新华社)

滴滴日本自一年前在大阪
上线以来运营良好，公司致力于
通过中国应用“神器”化解日本
打车难题，滴滴日本副社长林励
日前在东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如是说。

2018年 2月， 滴滴和软银宣
布计划成立合资公司进军日本出
租车市场。 2018年 6月合资公司
滴滴日本正式成立，并于 9月在大
阪正式运营。林励说：“目前滴滴日
本在大阪市场份额位居第一。在所
有叫车应用程序中，滴滴日本在大
阪是用户满意度最高的。 ”

继大阪之后，滴滴日本逐步
在京都、东京、兵库、北海道、名
古屋等地运营， 覆盖用户将近
5000 万。截至 2019 年 9 月，滴滴
日本在日本的合作出租车公司
已超过 200 家。

林励表示，除了为出租车公
司引入数字调度技术，滴滴日本
还尽力了解和满足日本用户消

费习惯和需求。 此外，公司也积
累了跨界合作资源。滴滴国际版
应用程序已与谷歌地图和日本
雅虎合作，本地用户可在这些应
用程序上直接叫车。 林励说，这
些都是滴滴日本的定制产品。

林励说，滴滴日本既服务于
当地用户，也希望为访日中国游
客提供优质出行服务。 据介绍，
滴滴提供中日漫游服务，中国游
客可在日本打开滴滴国内版应
用程序直接呼叫出租车。滴滴日
本为中国游客提供应用程序内
中日文字实时互译功能，中文客
服及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功能也
一应俱全。

谈到在日本发展的经验，林
励说， 面对不同的监管环境、人
口结构和行业生态，充分了解当
地国情和行业特点是基础。“如
何在日本把已经成熟的经验和
技术快速复制，同时又真正识别
需要差异化的地方，这需要虚心

学习。 ”
林励说，日本市场最大特点

是人口老龄化，不仅体现在出租
车从业者方面，也体现在消费者
方面，“这正是滴滴的产品和技
术发挥价值的地方”。他认为，滴
滴的大数据驱动以及先进的运
营方式，正推动老龄化突出且人
工成本极高的日本出租车行业
产生新的生产力。

除日本外，滴滴也在澳大利
亚和拉美等市场提供包括出租
车、网约车在内的出行服务。 滴
滴还与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开展
智慧交通合作，将中国智能交通
技术推广到更多市场。

林励说，过去几年，移动互
联浪潮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助
力，在一些领域中国已走在世界
前列。 作为一家中国科技公司，
滴滴有很强的使命感，希望把中
国品牌、技术和服务带到更多地
方。 （新华社）

这是 9 月 22 日在
希腊比雷埃夫斯拍摄
的《诗经·采薇》演出
现场。

以诗经为题材的
中国原创音乐剧《诗
经·采薇》在希腊港口
城市比雷埃夫斯的演
出 22 日圆满结束。 此
次演出为期 3 天，连
演 3 场。（新华社）

音音乐乐剧剧《《诗诗经经··采采薇薇》》
在在希希腊腊演演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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