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接通全国首个跨省5G视频通话

信号传输速度达每秒1000兆以上，苏州杭州合肥
画面被清晰流畅地接入上海会场

本报讯 （首席记者张懿）5G正成为

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

纽带。昨天，全国首个跨省的5G视频通话

在长三角实现互联。专家表示，5G将有力

推动长三角建成新一代数字经济高地，

推动互联网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在昨天于上海举行的 “5G新时

代·智联长三角” 长三角数字经济协同

发展高峰论坛上，由长三角三省一市5G

联盟共同参与组建的“长三角5G创新发

展联盟”正式揭牌成立。但更大的亮点还

是一通只持续了几分钟的视频电话：当

时，苏州、杭州、合肥的画面被清晰、流畅

地接入到上海会场。实测数据显示，当时

会场内5G网络的信号传输速度达到每

秒1000兆以上，而在同一环境下，会场内

4G网络传输速度仅为每秒30兆左右。

今年6月举行的长三角三省一市主

要领导人座谈会期间，沪苏浙皖就5G先

试先用、 推动长三角数字经济率先发展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显示出5G合

作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价值。 根据

昨天论坛传出的信息，未来三年，长三角

地区将率先将5G作为基本功能要素和

新引擎，打造出5G技术试验床和产业先

发区。

目前，长三角各地正在5G领域探索

一系列标杆性应用场景。 上海以嘉定区

为代表，正在借助5G推进城市管理的智

能化，并且推动5G关键产业发展。 江苏

苏州市正在建设基于5G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预计明年年中可以开始试运行，这

将使得工厂内大量关键装备实现互联互

通，造就更多“无人工厂”“黑灯工厂”。在

浙江杭州市，基于5G的一大批应用今年

已经启动， 杭州马拉松已经成为国内第

一个利用5G设备进行现场直播的大型

赛事。 在安徽合肥市，目前对燃气管线、

供水网络等“城市生命线”的监管，正在

一个基于5G的物联网平台上运行。

上海自贸区迎重磅融资租赁项目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10 家融资租

赁企业集中签约，重磅推出 20 条产业支

持政策， 新成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对

标国内外最好水平和最高标准， 上海自

贸试验区昨天率先对融资租赁产业放出

大招，力助产业集聚，加速创新发展。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全国融资租赁业

中资产规模最大、业务种类最全、行业环

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上海自贸试验区管

委会保税区管理局和陆家嘴管理局两

个融资租赁产业相对集中的区域 ， 分

别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南

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 10 家融资

租赁企业签约 ， 这些企业计划在上海

自贸试验区投放更多飞机、 船舶、集成

电路等资产。

昨天新成立的上海自贸试验区融资

租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平台）则将整合

上海自贸试验区和浦东新区现有各类融

资租赁服务团队、力量和资源，发挥政府

部门的组织协调优势，以及社会团体、企

业的专业能力， 为融资租赁企业提供一

站式服务， 进一步探索加强长三角区域

产业协同创新工作机制， 增强上海融资

租赁产业的引领作用。

上海自贸试验区还在现场发布了进

一步促进融资租赁产业发展的 20 条措

施。其中，将着重加大对上海自贸试验区

保税区域重点项目公司（SPV）发展的政

策扶持力度，对开展航空、航运、重点设

备融资租赁项目的专业子公司， 在项目

运行期间给予一定奖励。

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上海

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主任翁祖亮为上海自

贸试验区融资租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平台）揭牌。

明天起，上海新规禁止机动车“咆哮过市”
噪声超过80分贝,九座以下客车市内道路全天禁行，摩托车夜间禁行

“大嗓门”的小汽车和摩托车从明

天开始将在上海体会到步履维艰：根据

本市新颁布的一项规定，自12月1日起，

要想在上海畅通无阻，小客车哪怕不鸣

笛， 其行驶噪音都不能超过80分贝，否

则会被扣3分罚200元；同时，摩托车的

行驶噪音也必须控制在80分贝以下，否

则会被禁止在夜间行驶。

这项新政是如何制定出台的？ 它

会对本市交通环境带来什么影响？ 将

来会如何执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

访了上海相关政府部门， 并得到了权

威解答。

为什么颁布“禁行令”

依法有力解决扰民顽疾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夜深人静之时， 发动机的轰鸣声忽然

穿透紧闭的窗户闯入耳朵， 然后又呼

啸而过；等到一切回归平静，酝酿已久

的睡意被彻底吓跑。

据了解， 公安交通部门在大调研

中不断接到市民对于此类扰民行为的

投诉。经过初步查证，一些大排量的豪

车、摩托车，或是擅自加装涡轮、改动

排气管及消音装置的机动车是此类噪

声的源头。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着眼于改善

城市环境，提高市民生活质量，上海市

公安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发布

通告，自12月1日起，全天禁止噪声超

过80分贝的九座以下客车在本市道路

（高速公路除外）行驶；每日21时至次

日7时，禁止噪声超过80分贝的摩托车

在本市道路行驶。同时，该通告重申了

对于机动车擅自加装涡轮、 改动排气

管及消音装置等行为的禁令。

为什么以“80分贝”为上限
新规有依据也有温度

上海的交通噪声管理新规， 既有

扎实的法律依据， 又在操作层面充分

考虑到了执法现实和各方利益。

据记者了解，我国《噪声污染防治

法》明确规定“生产、运输以及生活等

产生的噪声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工作和学习”，该法律也授权“城市

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城市

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的需要， 划定禁

止机动车辆行驶和禁止其使用声响装

置的路段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 这

就是上海新规的上位法依据。

关于通告条文， 上海也经过了深

思熟虑。 比如， 划定80分贝这一 “门

槛”， 就是依据 《国家标准声环境质

量标准 》 （GB3096-2008） 相关规

定。 在该项国标中规定， 城市道路白

天噪声不得超过70分贝； 在夜间， 噪

音一般不超过55分贝， 突发噪声则必须

低于70分贝。

考虑到执法现实环境， 在噪音控制

方面， 上海也参照机动车超速的认定标

准———也就是在公示上限的基础上，将

执法标准上浮10%左右。于是，上海最终

将80分贝作为机动车行驶噪音的红线。

法规是严肃的，但未必冷冰冰。为了

保障车主利益， 上海在交通噪声新规制

定过程中，有关部门还曾专门做试验、采

集数据———实测发现， 大部分小汽车的

行驶噪声都在70分贝左右。

根据记者的了解， 所谓 “80分贝”

大致相当于嘈杂街道的噪音强度。 可以

说， 上海这次限制的差不多就是 “一台

发动机抵过一条街” 的那些车辆。 由此

可见， 新规施行后， 除了极少数大排量

机动车和改装车 ， 一般车辆的使用不

会受太大影响。

至于大型卡车、公交车等车辆，这次

新规并没有涉及。有关部门表示，这一方

面是考虑到本市已对其行驶进行了约束

（比如禁止卡车白天行驶）， 另一方面也

是为了保证城市的基本生活和运行。

靠什么严格执法
“电子警察”是执法主力

对于违法后果， 新规明确告知———

如果驾驶超过噪声分贝的机动车在道路

通行，驾车人将被公安机关处以200元罚

款，并扣3分；如果车辆被发现擅自加装

涡轮、改动排气管及消音装置等，车主还

要被罚500元、并被责令恢复原状。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 据了解， 新

规施行后， 本市将采取多管齐下的手段

开展执法。 一方面， 公安交通部门将会

同环保部门共同开展现场执法， 更重要

的是 ， 本市将充分借助科技手段实行

“非现场执法” ———借助 “电子警察” 抓

拍机动车违法鸣号的方法， 使用电子设

备进行管理。 据透露， 专门的执法设备

目前已经开始研制。

此外， 市民一旦发现相关违法行为

线索，也可拨打110电话或是通过“上海

交警”App等主动举报。 公安机关表示，

将及时受理并进行查处。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擅自给机动车

加装涡轮、 改动排气管及消音装置等违

法行为， 上海公安机关近期正根据统一

部署，在全市开展集中整治。

■本报首席记者张懿 记者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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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字新规收获了一片掌声
张 懿

上海最新颁布的关于治理机动车行

驶噪声的规定， 显示出这座城市在处理

涉及公共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时所采取

的成熟与审慎态度。 由于事先对上位

法、 国家技术标准， 以及执法现实进行

了周密的调查、 分析和研判， 最终出台

时可以说 “收获了一片掌声”。

行车上路，不比写字读书；只要发

动机一转，必定会产生噪声，这是常识。

常识常给人“天经地义”的错觉，但事实

上，常识不能取代有效管理，更不会让

受害者感到任何安慰。 或许过去“飙车

炸街”现象还只是偶发，然而，随着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飙车党”“随

风潜入夜”，却绝非“润物细无声”；他们

“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市民群众

对此深恶痛绝，而传统治理手段却无法

对这些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绣花一样精细的城市管理， 就要

不断弥补、缝合管理中的不足和纰漏。

就像这一次，对于交通这个“老问题”

在当下暴露出的“新矛盾”，上海有关

部门及时回应群众呼声，勇于“亮剑”。

“亮剑”又不等于“一刀切”———纵观新

规，虽然只有八条 500 字，却像手术刀

一般对“飙车党”构成精准打击，同时

防止了对正常车辆形成误伤。 这既维

护了“常识”的力量，又使得法律能够

被更多人所认可、尊崇。

城市是一个网聚人的所在， 城市

的魅力在于多元包容。 多元就意味着

兼顾所有人的利益。 对城市管理者而

言，意味着需要不断像抽丝剥茧一般，

精准把握各方利益，消除各种零星、分

散的管理盲区， 然后用最精巧的手法

进行缝合。

■短评

深 夜

的市区，非

法改装的

大功率车，

以及 “超

跑”和摩托

车在急速

驾驶中产

生的噪音

让人无法

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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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整治“改装”

让市民睡得更安稳
本报讯 （记者何易）“炸街族”“飙车

族”“改装族”深夜在道路上疾驶、加速、

飙车等高分贝驾驶行为， 扰得居民不得

安宁，很多市民群众纷纷投诉。根据上海

市公安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发布

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噪声污染治

理工作的通告》，自 12 月 1 日起，全天禁

止噪声超过 80 分贝的九座以下客车在

本市道路（高速公路除外）行驶；每日 21

时至次日 7 时，禁止噪声超过 80 分贝的

摩托车在本市道路行驶。

“半夜里经常有人飙车，发动机的轰

鸣声、 尖锐的轮胎摩擦声听得人心惊肉

跳，实在无法好好休息。 ”静安区共和新

路、 洛川路居民时常能在深夜听到刺耳

的马达轰鸣声， 发出这种噪音的多是非

法改装的大功率车，也有一些是“超跑”

和摩托车在急速驾驶中产生的噪音。

今年 7 月，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

在大调研中发现，深夜非法改装“炸街”

扰民已经成为广大居民深恶痛绝的事

情。 “就像猫捉老鼠一样———对方一看

到交警，就快速逃跑，交警若紧追不舍，

很容易发生事故。 ”静安交警表示，新规

出台前，只能从车辆的颜色、尺寸、型号

等外观观察，判断车子是否进行过改装；

至于发动机等内部改造， 需要由专业机

构检测，这也加大了执法难度；新规的出

台有助于对此类行为的执法。

目前， 静安分局已经在调研梳理的

基础上展开全链条综合治理： 首先加强

对非法改装车的路面执法力度， 发现一

辆、查扣一辆，实时见警，震慑违法行为；

各派出所负责排摸辖区内大功率跑车和

摩托车的车型、驾驶员名单，加派警力滚

动巡查管控；从源头严格查验车辆，交警

支队指导并监督机动车安检机构， 从严

处罚擅自加装涡轮、 改装排气管及消音

装置行为，通过严把审验关，对车辆检验

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对大功率跑车、摩托

车检验数量居前的安检机构实施针对性

重点检查和监管；最后，联合交通、市场

监管、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城管等多部门

对汽配市场、 汽修店就非法改装开展明

察暗访，及时进行联合整治，并要求商家

签署不非法生产、改装、拼装的承诺书。

静安交警支队还与跑车俱乐部、车

友会建立了工作对接， 向车友发放普法

告知单，鼓励车友倡议、承诺抵制非法改

装机动车行为，安全文明出行。 据了解，

已经有一些“炸街族”主动来到维修店，

要求将他们的改装部件换成正常零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
噪声污染治理工作的通告
一、机动车发出的噪声应当符合相关规定。

二、全天禁止噪声超过 80 分贝的九座以下客车在本市道路（高速公路
除外）行驶。

三、每日 21 时至次日 7 时，禁止噪声超过 80 分贝的摩托车在本市道
路行驶。

四、机动车发动机、排气管及消音装置等应当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禁止
擅自加装涡轮、改动排气管及消音装置等行为。

五、驾驶超过噪声分贝的机动车在道路通行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规定，处 200 元罚款，记 3 分。

擅自加装涡轮、改动排气管及消音装置等的，由公安机关根据《机动车
登记规定》有关规定，处 500 元罚款，并责令恢复机动车原状。

六、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依照各自法定职责，加强对机动车噪
声影响城市生活环境的监督管理。

七、市民可通过“110”报警电话、“上海交警”APP 等平台举报反映机动
车噪声污染问题，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受理查处。

八、本通告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我国首座3D打印景观桥将在沪安装
自主研发的打印机器人系统是最大功臣

本报讯 （记者孔韬）我国首座3D

打印树脂景观桥于11月26日打印完

毕，将安装在桃浦智创城中央公园，市

民未来可到这座15米长的大型3D打

印桥上走走看看， 亲身体验新技术的

神奇。 这是记者从上海建工集团获得

的消息。

用3D技术打印桥梁已有先例：去

年7月，同济大学打印完成全球第一组

3D步行桥。 不过，当时这两座桥只用

于展示， 且跨度分别仅为4米和11米。

上海建工机施集团新打印完毕的这座

桥，将是全国首座投入实际使用的3D

打印桥，其建筑牢度、使用寿命、产品

优势都更引人关注。

建工集团副总工程师、 机施集团

总工程师陈晓明博士介绍，此次3D打

印景观桥所采用的打印材料经过多次

对比和试验，最终选定在ASA（一种工

程塑料）中加入一定比例的玻璃纤维。

这种材料具备了高耐候性、 高弹性模

量、 高屈服强度和高抗冲击强度等特

点，且能承受长期的日晒雨淋，同时满

足3D打印材料和建筑材料的要求，确

保桥体强度符合国家建筑行业标准。

由机施集团自行开发的龙门架复

合3D打印机器人系统，是此次国内首座

3D景观桥成功完成的“功臣”。这套系统

主要由三轴龙门结构、六轴高精度工业

机器人、高速挤出装置（数控喷嘴）组成，

让3D打印精度更高、尺寸更大、可满足

的空间结构更多。 作为市级高新技术企

业，上海建工机施集团的3D打印设备已

达到毫米级，且打印产量大、稳定性佳，

作为一套智能建造设备，还能在后期实

现智能制造增材、去材一体化。

在上海建工机施集团的数字三维

建造中心，记者见到了这座桥的真身：

历时35天完成的桥身呈现出优美的流

线型，让人耳目一新；乳白色扶手上贴

着红色薄膜，看似随时可以安装。建造

中心还摆放着其他形状相同、 大小不

一的多座桥梁，有手掌大的，也有1米、

5米长的，这些都是之前的试验作品。

上海机施主任机电高级工程师龚明

表示，在建筑领域尝试3D打印技术的最

大意义在于尽可能地解放设计师的想象

力。 他向记者展示了某银行委托他们建

造的景观围墙， 流畅的外形和镂空的设

计对于传统加工手法来说都是极难完成

的。 在模具制造上，3D打印技术也有用

武之地，能完成一些非常复杂的模具。

在融入3D打印技术之前，建造空间

多维曲面的作品必须开模后灌制完成，

一座约15米长的景观桥花费不低于300

万元。 随着3D打印技术的成熟，这一费

用将大大下降。 此外，3D打印产品一体

成型， 通过集装箱运送到目的地后仅需

一两天就能完成安装， 这也成为了许多

客户愿意选择它的原因。不过，我国尚未

出台针对工程塑料的验收标准，3D打印

技术仍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加工手法。

打印完毕的桥现陈列在上海建工机施集团数字三维建造中心。 （上海建工机施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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