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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站：3小时下了常年近半个月雨量
申城昨现大到暴雨，全市积水道路、小区、下立交已全部处置完成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据上海中

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 受较强降水云团影

响，昨天本市普降大到暴雨，且雨量分布不

均，明显降水出现在浦东西北部、中心城区

和崇明中南部，最大小时雨强达90毫米。记

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截至昨天17时，全市

出现积水的30条道路、12个小区、1处下立

交已全部处置完成。

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 昨天凌晨起，

大雨暴雨开始“组团”影响申城，午后雨势更

猛，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截至15时，全市

701个雨量测站中，6个达到大暴雨程度、39个

达到暴雨程度，降雨主要分布在浦东新区、杨

浦区、黄浦区、虹口区；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

浦东新区潍坊新村（90毫米），陆家嘴站3小时

累计雨量最大，11时到14时累计雨量达到

102.2毫米，而气象资料显示，浦东新区8月平

均降雨量为247.1毫米，这意味着，陆家嘴站3

小时内下了常年近半个月的雨量。

昨天的降水触发了上海暴雨黄色预警

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市防汛指挥部

启动全市防汛防台Ⅲ级应急响应行动。

短时强降雨给申城排水系统带来不小

压力。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截至昨天15

时，浦东新区、虹口区、杨浦区共有30条段

道路、12个小区和1处下立交积水。其中，陆

家嘴、人民广场、平凉路街道、和平公园小

时雨强分别达到84毫米、70.5毫米、81.5毫

米、66.5毫米。

据市防汛办介绍， 本市已于10日下达

水闸停止引水加强排水调令，昨天共有2.5

万名环卫工人、3000余名量放水人员联合

开展道路巡查，加强进水口清理；路政、公

安、排水等部门联动加强下立交积水处置，

全市共出动移动泵车10辆、抢险队伍35支。

截至昨天17时，本市积水的道路、小区、下

立交已全部处置完成。

不过，这场大雨还没就此结束。据上海

中心气象台预测， 由于切变线上不断有降

水回波东移， 今明两天上海仍有较强降水

出现，局部雨量达大到暴雨，直到14日，随

着雨带南落，降水强度将略有减弱，以分散

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为主。气温方面，在雨水

的打压下，本周的气温大多在30℃以下，最

高气温28℃至29℃，最低气温25℃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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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世界级文化设施落户浦东，建设新时代文化品质城区
上海图书馆东馆、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大歌剧院开门迎客进入倒计时———

浦东新区， 一方生机勃勃的经济发

展热土， 有望成为文化艺术竞相绽放的

人文高地。

继浦东美术馆在陆家嘴 “金融城”

惊艳亮相后 ，秉持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

人民”， 另有三大文化设施在浦东的开

门迎客也进入倒计时 。对标 “世界级全

媒体复合型城市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东馆将打响头炮，力争于今年年底试开

放 。紧接着 ，上海博物馆东馆将于2022

年底建成开放，连同即将大修的人民广

场馆致力于成为“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

艺术博物馆”。2025年，上海大歌剧院将

开门迎客 ， 这把浦东后滩徐徐展开的

“中国扇 ”喊出了 “十年领先 、三十年不

落伍、五十年成经典”。

近日市委宣传部和浦东新区签署的

《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部区合作工作

方案》紧扣“引领”二字，提出“打造新时

代文化品质城区”。 以25项重点举措，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

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及我市 《行动方

案》精神。而这个过程中，三大文化设施

既是文化功能核心区的重要承载， 也是

建设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主要

依托。

上一个三十年， 浦东跑出了经济发

展“中国速度”。下一个三十年，期待新一

个世界级文化场馆集群在浦东为人民城

市而闪耀。

是浦东的，更是世界的

新一轮的重大文化设施建设为何接

连落子浦东？

首先 ，之于上海 ，浦东新区人口占

1/4、区域占1/5、贡献着近三分之一GDP，

然而文化设施数量体量却还有发展空

间。围绕党中央“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总

体目标，“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离不开重

大文化设施的建设。

其次，时代进程与城市发展需要新

一轮文化设施建设。现位于浦西的上海

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均是1996年建成开

放的新馆，而位于“演艺大世界”核心的

上海大剧院则在1998年开门迎客 。这三

大90后文化设施落成之时 ， 不管是硬

件设施还是软件资源处于全国领先 、

甚至跻身世界前十 。20多年过去 ，国内

外城市飞速发展 ， 一座座更为先进的

文化地标相继建成 。 作为改革开放先

行者 ，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理念与人民文

化需求也跃升至新的阶段，对标世界顶

尖的重任 ，交到了以上图东馆 、上博东

馆、上海大歌剧院为代表的20后新文化

地标身上。

所以 ，它们是浦东的 ，更是世

界的 ：

从建筑体量看 ， 花木地区的上

图东馆和上博东馆总建筑面积均超

过 11 万平方米， 而位于浦东世博文

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的总建筑面

积更是达到 14.6 万平方米 。 建筑面

积的增大意味着什么 ？ 上图馆长陈

超介绍， 这意味近 6000 的坐席数较

本馆翻了两番多 ， 意味着可以细分

出音乐 、 艺术 、 科技等垂直领域 ， 打

造一批 “馆中馆”。 对上博来说， 东馆

展陈空间达到本馆的近三倍 。 上博馆

长杨志刚就此畅想 ： “眼下展厅空间

有限， 动辄 10 米以上的书画长卷是难

以完整展示的 ， 未来在东馆 ， 纵览完

整长卷将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从接

纳人数上看 ， 上图东馆读者年接待量

可达 400 万人次 ， 上海大歌剧院开业

后预计第一年演出 450 场， 观众 70 万

人次左右。

而在运营上 ， 则紧跟上海全面推

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步伐， 做足 “智慧”

文章 。 上图将打造基于全球领先的开

源微服务框架开发的智慧图书馆平台，

构筑 “人 、 书 、 馆 、 城 ” 四位一体的

全民阅读空间 ； 上博积极推进博物馆

“新平台” “新终端” 建设， 整合共享

数字文博资源 ， 实现智慧管理 ， 推进

智慧服务。

是引领未来的，更是
服务人民的

如果说上述是浦东文化建设软实力

中的“硬指标”，那么要实现文化设施的

引领作用， 更需要在软实力中的 “软体

验”“软服务”谋求创新突破。聚焦于文化

设施，就是让人因建筑之美而来，因资源

之丰富流连， 最终因服务之贴心完善将

其融入生活日常。

品读建筑之美，三大设施设计既有国

际风范，又有东方神韵，引领时代审美。上

海大歌剧院既是瞩目的视觉焦点，也是环

视浦江两岸城市风貌的绝佳观景点。聚焦

建筑，如同巨大的白色阶梯螺旋状上升延

伸到空中， 又像是一把缓缓打开的中国

扇，尽显东方之美。 动态的螺旋屋盖既是

外观又是空间，流淌出歌剧艺术的动态美

感。 沿螺旋楼梯拾级而上，游客观众可以

在屋顶平台上观赏徐汇滨江和前滩，俯瞰

世博文化公园。视野中，上博东馆、上图东

馆依傍着世纪公园或将映入眼帘。两者同

已有的上海科技馆、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上海浦东展览馆形成五星环抱的格局。

而在盘活拓展资源上， 三大设施致

力于让观者既可触摸历史， 又能拥抱未

来。 “提升展陈比例不是唯一目的”，杨志

刚解释，上博东馆将致力于构建海内外体

系最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增强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特色，从而为参观者

带来更丰富的参观体验，获得更多的知识

信息。 他举例，“比如青铜文物的展示，将

不仅反映先秦时代的艺术成就，还将延伸

到明清，呈现完整的中国古代青铜艺术脉

络。”上图则在碑帖、家谱等馆藏资源数字

化的基础上，让读者可以借由高保真音响

亲耳聆听一批珍贵老唱片的岁月回响。

更进一步，上海大歌剧院则致力于引

领中国歌剧事业发展。 据介绍，剧院是国

内乃至亚洲首个按歌剧艺术全产业链要

素设计建造，集演出交流、创制排演、艺术

教育等于一体的全能型歌剧院。上海大剧

院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大歌剧

院运营筹备组组长张颂华表示，上海大歌

剧院致力“演、创、制、教”四大核心功能，

为的不仅是填补上海乃至中国标志性专

业歌剧院的空白，也将致力成为全球歌剧

演出场次最多、歌剧式样最全的歌剧院。

如果说硬指标提升尚有极限， 那么

软体验、软服务的追求则永无止境。犹记

得现在的上海图书馆在 1996 年运营之

初，就率先降低公共图书馆的门槛，提出

“三百六十行，行行可办证”“三百六十五

天，天天对外开放”两大口号，轰动全国。

20 多年后，如何进一步贯彻这种开放共

享、服务最广大人民的理念？陈超想到了

“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有活动”“全预约”

两大路径。前者致力于引入社会资源，向

上海近千个读书会等敞开怀抱， 共同推

广阅读。后者则将在目前图书可预约、活

动可预约的基础上，实现坐席、展览、空

间、游览等涵盖几乎所有资源、面向广大

市民的预约服务。

可以想见的未来， 随着一批重大文

化设施的高质量运营，文化，非但不会是

浦东高速发展的短板，反而将后来居上，

成为助力提升城市软实力、 满足人民品

质生活需求、 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

都市的一张金名片。

打造现代城市治理示范样板，实现软硬实力互融共生
顾一琼

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

这意味着要“率先构建经济治理、

社会治理、 城市治理统筹推进和有机

衔接的治理体系”； 意味着治理手段、

治理模式、治理理念的变革和创新；意

味着以治理为依托和路径， 实现硬实

力和软实力相互赋能、牵引和转换，互

融互生。

今天的浦东， 被赋予新的国家战

略和时代使命———推进高水平改革开

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上海手中这张“王牌”的时代内涵有了

清晰注解。

“引领”一词，直指：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人优我特，更指向一种“舍我

其谁、一往无前”的魄力和勇气，勇闯

无人区，担起更迫切的任务，实现更广

泛的示范和辐射。

在城市治理领域打造示范样板，

首先必定是涵纳着全生命周期理念的

智慧之治，以一种科学化、精细化、智

能化的路径为基。 新近发布的浦东新

区“城市大脑”升级版推出全面融合三

大治理要素的十类 57 个智能化应用

场景，在全市范围构建起“三大治理”

统筹推进和有机衔接的治理体系。 物

业管理、垃圾分类、医疗机构、养老服

务、 智慧气象、 渣土治理和群租治理

等，在算法算力的充分释放下，实现了

全周期监管，根据问题精准发力。

其次，这样一种样板，其内核一定

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而实现 “红利溢

出”的制度之治。 通过制度守牢底线，

增强城市韧性。更以制度之治，转化为

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获得感的实际

成效。比如，以最先进的制度规则来保

护最活跃的科技、文化、金融创新，让

各类要素竞相交汇涌流， 营造出更丰

富多姿的城市生态和神态。

再次，这样一种样板，一定是把最

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的民本之治， 全面

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公共服务

品质、美丽家园品质等，实现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静静伫立于小

陆家嘴滨江“C 位”的浦东美术馆，在

城市天际线下演绎着诗意之美； 临港

新片区加快提升绿林湿生态空间品质

与功能复合， 建设公园城市、 海绵城

市；养老智能应用率先遍地开花，打开数

字“养老地图”，各类养老机构、养老服务

精准适配，更好服务民生。今年将持续做

优做强“家门口 ”服务体系 ，织密 “15 分

钟服务圈”， 推进 18 个民心工程、35 项

民生实事。

这个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更

将充分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成为

人们心之所在的故园， 也是人们奋斗当

下的乐土。

在“引领”中勇当标杆、敢为“闯将”，

披坚执锐、善作善成。

在“引领”中讲好中国故事，造就和

遇见上海更加美好的未来。

借由这个示范样板， 未来的浦东也

将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 中国精

神、中国道路。

上图左起分别为上海博物馆东馆、 上海大歌剧院、 上海图书馆东馆效果图。 制图：李洁

9个已完工，上海11个道路积水改善工程9月底前建成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 据市排

水管理事务中心发布的数据， 列入今年本

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的 11 个道路积水改善

工程现已完成 9 个， 剩余道路积水改善工

程也将在 9 月底前建成， 预计敷设排水管

道近 4.1 公里。

据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介绍， 今年的

11 个道路积水改善工程涉及徐汇、 黄浦、

静安、 长宁、 普陀、 虹口 6 个区， 预计将

敷设排水管道近 4.1 公里。 所有项目将于

9 月底前全部建成并发挥作用 ， 截至目

前， 已有 9 个项目完工， 剩余 2 个项目正

在施工中。

其中， 建国东路 （顺昌路—肇周路）

道路积水改善工程将在本月底完成 。 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 ， 这一段道路隶属于陆

家浜排水系统 ， 改造前排水管道陈旧且

管径小 ， 无法满足周边正常雨污水排放

要求 。 现在 ， 根据 《上海市城镇雨水排

水规划 （2020-2035）》， 这里将提升至五

年一遇排水标准 。 据介绍 ， 这段积水改善

工程 7 月 16 日开工 ， 计划于 8 月 16 日前

完成主线排管工程 ， 主要改建内容包括 ：

废除建国东路 （顺昌路—肇周路 ） 现有的

φ400 合流管 ， 新建一根 DN1000 合流管 ，

从肇周路由东向西接入顺昌路 DN1000 雨水

管 ， 全长 198 米 ； 同时 ， 沿线街坊支管 、

出门井也全部重新规划， 接入新建合流管。

项目完成后 ， 该路段的排水抗洪能力将大

大提升 ， 缓解暴雨期间道路积水和周边居

民住宅小区积水的压力。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 ， 本市濒江临

海、 地势低平， 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建成时

间早、 管径小、 排水系统设计标准不高， 在

台风、 暴雨天气时容易造成道路积水， 影响

市民生活和出行安全 。 为缓解道路积水问

题 、 补足排水系统短板 、 确保城市运行安

全， 结合暴雨道路积水情况， 自 1998 年以

来， 上海水务部门已累计实施 322 个道路积

水改善项目， 敷设排水管道约 167 公里。

排列5第 21213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2 0 1 6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3第 21213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2 0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超级大乐透第 2109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2＋14＋27＋28＋34 03＋07

一等奖 2 10000000 元
一等奖（追加） 1 8000000 元
二等奖 108 111939 元
二等奖（追加） 47 89551 元
三等奖 258 10000 元
四等奖 717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907549564.31 元

医学创新惠苍生，
激励更多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上接第一版）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贾欢通过医研产合作，对鼓膜

穿孔、 耳硬化等传导性听力下降患者， 开展微创耳内镜鼓室成

型、听骨链重建，有效恢复听力；长征医院杨海松提出“骨化物九

分法”“脊髓曲度”等多种创新理论及个体化手术方案，实现了损

害最小化、耗费最低化以及病患康复最大化；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黄滔敏在国内首创互联网云药房“物流配送”和“院

内自提”混合发药模式，配套互联网医院门诊，每年可为患者节

约 1000 万元以上。

继续攀登，为医学事业开创更辉煌未来

本届获奖者所涉的学科不仅有消化、肿瘤、内分泌等传统优

势学科，还有放射、检验、药剂、麻醉等专业，这些领域的医务青

年同样受到关注。 仁济医院放射科医生吴连明在国际上首次应

用静息态心肌缺血氧代谢成像鉴别可逆性与不可逆性心肌，首

次报道急性感染期合并心肌损伤的心脏磁共振研究。 上海市第

四人民医院麻醉医生李成应用纤支镜引导下清醒气管插管、低

位腹主动脉球囊阻断和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等技术处理疑难危

重患者， 为出血上万甚至 2 万多毫升的骨肿瘤患者提供手术与

重生的机会。

昨天的表彰会在瑞金医院“重症天团”———副院长陈尔真、重

症医学科主任瞿洪平、急诊科主任毛恩强、灼伤整形科主任医师

张勤带来的情景诗朗诵《青春·觉醒》中走向高潮。 四位资深医生

联袂重温李大钊先生的《青春》，不仅为了致敬先贤，更为激起无

数医学青年后辈不畏艰难、继续攀登。 正如宁光在现场所说：“我

们的事业要继续前进，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努力，希望 90后乃至 00

后都能继续加油，相信我们的医学事业将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