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在 “希望之门” 环节， 工作人员引导孩子们观看视频并答题。 ② “复兴·颂” 是 7.1 公里黄浦区红色经典步道上 14 个点位

之一。 ③孩子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使用 VR 穿戴设备， 沉浸式学习党史。 均本报记者 周辰摄

北横通道东段预计2023年12月建成通车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日前， 随着刀

盘开始转动， “建功号” 盾构机缓缓出发，

稳步向前进入洞门， 意味着北横通道东段建

设迈入盾构掘进阶段。

北横通道西起北虹路， 东至内江路， 全

长约 19.1 公里。 其中， 西段今年 6 月 18 日

通车； 东段自文安路接地点至周家嘴路内江

路， 约 8.2 公里， 计划 2023 年 12 月建成通

车， 将成为虹桥枢纽到浦东新区的快速新通

道 ， 服务北部重点地区的中长距离到发交

通， 助力构建长三角区域一体城际交通网。

此次负责掘进的 “建功号” 泥水平衡盾

构机， 是上海目前最大的盾构机之一， 总长

度 125 米， 重 3500 吨， 盾体长度 14 米， 刀

盘开挖直径 15.56 米 ， 最大推进速度 50 毫

米/分钟。

在行进路径上， 它自福建北路工作井始

发后， 将一路向东掘进， 至梧州路井率先接

收 ， 长 1538 米 ； 在梧州路工作井过站后 ，

继续掘进至安国路工作井接收， 长 1288 米。

从施工条件来看， 接下来， 它将穿越自

立性差、 含水量丰富的砂质粉土层、 近距离

穿越运营中的轨道交通 10 号线、 新建路隧

道等， 施工难度大。

据建设方上海城投公路投资 （集团） 有

限公司、 承建方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介绍， 施工方将借鉴北横西段大直径盾构穿

越运营中的轨道交通 7 号线、 11 号线的成

功经验， 对 “建功号” 前期的掘进数据作充

分预估， 模拟多种情景并制定穿越方案， 作

好应急维保、 紧急人员疏散、 地铁隧道抢险

等详细预案。

尚长荣：上海，是一个能做成大事的地方
上海 ，是一个能做事的地方 ，是一个

能做成事的地方，是一个能做成大事的地

方！ ———尚长荣

见到尚长荣老师，恰逢国庆前的一个

艳阳天 。在上海京剧院国粹苑新址 ，与刚

刚步入“80后”的尚长荣聊起“喜欢上海的

理由”， 这位梨园名家精神矍铄、 神采奕

奕，有着说不完的见解。

“说起我和上海的缘分，可以先谈谈京

剧和上海的缘分。”尚长荣说。200多年前，徽

班、汉剧进京，西皮、二黄同台，绚丽多彩的

人物，写意、夸张的美学特征，使得这一新的

戏曲样式逐渐风靡全国。1876年， 当时尚被

称为“皮黄”“乱弹”的这一戏曲样式，传至上

海滩，《申报》为其冠名“京戏”。“所以，京剧

是‘诞生在北京、冠名在上海’。”

“上海观众懂戏。”尚长荣说，“以前在

京剧界有句老话，‘闯闯上海滩’， 只有在

上海登台，得到上海戏迷、行家的认可，海

派文化的检验，才算真正红遍全国。”说起

京剧和上海的渊源，尚长荣滔滔不绝。

1951年的5月 ，11岁的尚长荣第一次

来到上海，登上天蟾舞台。“只记得天蟾舞

台那个气派啊 ，整整三层楼 ，三千三四百

个观众席位，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剧场’。”

他如数家珍地回忆道。

台前， 观众们一个个屏息等着开演；

台后，父亲的好友半真半逗地和他讲：“长

荣，等下你上台后，可要稳住啊，千万别被

上海戏迷的喝彩声吓倒了。” 小长荣初生

牛犊不怕虎，定了定神，开腔，一个扎实的

长低音 ，让整个剧场都与之共鸣 。只听得

一阵阵喝彩，就像夏天的雷声，从三楼、二

楼到一楼 ，滚滚而来 。他被上海观众对后

生晚辈的呵护与热情深深地打动了。

与上海一别30多年后， 当年的 “娃娃

花脸” 已成为闻名全国的京剧名角， 但尚

长荣心里还有个 “上海梦”。 1987年， 慕名

于上海的艺术氛围， 已届不惑之年的尚长

荣， 挟着新编历史剧目 《曹操与杨修》 剧

本 “闯荡上海滩”。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上海登台演出的70

周年，也是我定居上海的30周年。”尚长荣深情

地说道，“现在看来，当时‘闯滩’这一步迈对

了！因为上海是个能做事的地方，是一个能做

成事的地方，还是一个能做成大事的地方！”

来到上海后， 尚长荣发现上海人做事特

别认真，戏曲院团特别较真，用一句俏皮话来

说，叫作“七搞八搞，没完没了”，说的就是上

海京剧院精益求精的认真劲头。 所有的新创

剧、获奖剧都是这么“搞”出来的。

来到上海后， 尚长荣很快到达艺术事业

的巅峰，新创剧目《曹操与杨修》获得巨大成

功，成为新时期中国戏曲的一个里程碑，与之

后的《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一起，合称“尚

长荣三部曲”。

“我的一生都与戏曲相伴，作为一名戏曲

演员，就是要在舞台

上用好听好看的艺

术作品 ， 奉献给社

会。”尚长荣的话，掷

地有声。

就在近日， 第八届昆曲艺术节在江苏苏

州落下帷幕；此时，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正

在北京举行；紧接着，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又

将于10月9日在湖北武汉开幕……对此，尚长

荣眉间眼梢都是朗朗笑意 ：“我的座右铭是

‘做平常的人，演不平常的戏’。如今的戏曲环

境百花争艳，我们戏曲人必须克服浮躁，潜心

求索，一方面要提高自己的专业基本功，一方

面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不断把有力量、讲

道义的好戏奉献给观众， 使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焕发出新的魅力。” （文/王路）

尚长荣，1940年7月出生于北京，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尚

长荣为“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第三子，

工花脸，受业于侯喜瑞等京剧名家大师，

三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是中国戏剧

界首位“梅花大奖”得主，荣获第三十届上

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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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易 ） 外防输入 ，

减少入境高风险执勤区域 ， 国际航班

转场 “并楼 ” 运行 。 记者从上海机场

边检站获悉， 目前浦东机场 T1 航站楼

国际航班除东航 、 上航国际 、 港澳台

地区出港航班仍在此楼运营外 ， 其余

所有进出港国际客运航班均已调整至

T2 航站楼。

为保障此次国际、 港澳台客运航班

调整后口岸出入境通关安全顺畅， 上海

机场边检站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 上海

边检总站部署要求， 第一时间成立工作

领导小组，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

勤务方案， 持续细化疫情防控举措。 航

班调整首日， 该站各级领导靠前指挥，

全面保障口岸出入境通关。 实时与口岸

联防联控单位和航空公司联系， 精准掌

握航班动态， 为应对旅客集中出入境留

足提前量。 备足查验警力， 加强咨询引

导， 开设绿色通道， 全力维护好口岸限

定区域通关秩序。

据介绍， 上海机场边检站在浦东机

场直接从事入境客运、 货运航班查验、

保障的人员， 已启动 “7 天集中执勤+7

天集中观察+7 天居家观察 ” 集中闭环

勤务模式。 此次航班调整， 将 T1 入境

边检执勤区域合并至 T2， 减少了一个

入境高风险执勤区域， 更有利于该站整

合优化警力， 保障执勤民警以更好的精

神状态、 更充沛的精力体力投身于口岸

“外防输入” 工作。

受此次国际航班转场 “并楼” 运行

和国庆长假等因素叠加影响， 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出入境客流将明显高于平时。

上海机场移民管理警察温馨提示， 旅客

应及时掌握航班动态 ， 为出行留足办

票、 候检时间， 以免耽误行程。

一版责编/靳 玮
本版责编/李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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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保电，
上海电网加大运维保障力度
（上接第一版）除了测温之外，两人还特别对即将开始停电检修

的 2 号主变回路设备进行仔细检查， 为 5 日开始的集中检修做

好准备。

设备区足足有十几个足球场那么大，仔细巡视一次至少需要

2小时，不一会工夫，两人已是汗流浃背。 “真没想到今年国庆上海

的天气这么热，原先已经‘下岗’的防晒霜又‘上岗’了。 ”衡茜说。

记者了解到，丁炀和衡茜的老家都在江苏，国庆长假期间，

为了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电网保障需要， 他们都选择了在岗位上

度过。除了他们俩，一同坚守在这座上海电压等级最高的变电站

里的还有十几位运维人员，他们大多是 90 后，其中党员占比超

过 50%。

据国网上海检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年检是对成功经

受迎峰度夏时高温、大负荷以及台风考验的部分特高压设备进行

的“体检”和消缺，并进一步提升跨区电网的安全运行可靠性，为

第四届进博会和迎峰度冬提供坚强、稳定的外来电力支撑。

据悉，本次特高压设备年检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已

于 9 月 28 日开始，将持续至 10 月 7 日，主要包括安塘线及回路

相关设备年检及消缺工作；第二阶段则自明天开始，持续至 10

月 28 日，除了练塘站 2 号主变及相关回路的常规检修和消缺工

作外， 该阶段还将完成 2 号主变 GOE 套管反措、 排油系统改

造、 配合新建水喷雾灭火系统改造、 主变本体加红外测温摄像

头、风控箱增加柜内探头等多项技改项目。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年检任务繁重且横跨整个国庆长假，

是一份做好年检和国庆保电的“双答卷”，负责上海主电网运检

的国网上海检修公司提前成立了检修工作领导组和相关专业小

组，对检修期间风险管控、质量监督、施工作业、后勤保障等工作

进行协调指挥，同时拧紧“安全阀”，落实各项设备运维保障措

施，确保检修期间尤其是国庆假期在运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

这个国庆，沪上网红公交带给乘客更多乐趣
（上接第一版） “熊猫公交” 还将车身下

半部分换成透明玻璃材质， 打造落地窗般

的视觉效果， 让黄浦江畔美轮美奂的两岸

景色尽收乘客眼底。 浦西滨江 1 路车队负

责人介绍， 今年国庆假期， 两只可爱的大

熊猫吉祥物在终点站供小朋友拍照留念，

并在车上讲解线路途经的景点。

65 路公交车沿途经过上海最富盛名

的外滩观光区域 ， 囊括了董家渡 、 十六

铺 、 南京路步行街 、 外滩万国建筑博览

群、 外白渡桥等。 该车队在国庆期间推出

“边乘边游” 特色服务， 乘客乘坐时可以

通过扫码车辆、 站点张贴的二维码， 进入

“一路有我” 微信小程序， 便可领略线路

途经景点的历史掌故， 获取门票价格、 服

务时间等旅游信息。

国庆黄金周，中运量 71 路外滩终点站

也装饰一新。除了以 2010 年世博会中国馆

为元素设计的红色大型拱门外， 候车廊还

挂起了 100 个红灯笼和 32 面五星红旗，与

顶部的流星雨装饰相互辉映。 站点上 8 根

LED 立柱则设计成红色螺旋式灯带，入夜

后更为外滩区域增添了一抹靓丽色彩。

▲国庆期间， 可爱的大

熊猫吉祥物在浦西滨江 1 路

终点站和小朋友拍照留念 ，

并在车上讲解沿途景点。

荨国庆期间 ， 中运量

71 路外滩终点站候车廊挂

起 100 个红灯笼和 32 面五

星红旗。

均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老新村装梯，
批量审批加出“火箭般”速度

（上接第一版）

居民们也习以为常：加梯，就是“磨”呗。按以往惯例，每一幢

楼都得经历申报规划、设计、专家评审等流程，等反复“磨”出各

方都能接受的设计方案，一晃半年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 激荡出基层干部们的脑力和

脚力：如果进行整小区的批量加梯规划公示、地勘、房检、安全性

论证，速度是不是能噌噌上去？

“我们将同一小区中，53 个适合加梯楼栋归类为 7 种房型，

整体进行专家评审。一旦评审完成，只需一个月就可开工。”冯英

民说，批量化加梯使得成本降低，钱袋子真正花到了刀刃上。

同步进行的，还有问题预警清单等的排摸。 “共性问题解决

了，个性化问题提前排摸做化解预案。”在此基础上，一本紧扣民

生细节的加装电梯工作业务手册也逐步形成。

彭新居民区只是一个缩影。 整个彭浦新村街道， 加梯正由

“个案”迈向“规模化量产”。 日前，康平小区完成了一次性评审

52 个单元楼 7 类房型的加梯。 街道依托大数据对已签约楼栋居

民进行数字画像，为每一个楼栋加梯情况“建档立卡”，实现全周

期管理的同时，为动员更多潜在加梯楼栋提供可能。

人情提升：怎么装梯才最舒坦？

“我能想到的、想不到的问题，都被考虑周全了！ ”家住一楼

的周阿姨爽快地签字同意。在保平居民区，这一楼栋从启动到签

约，前后短短 20 多天。居委会和代建方在意见征询前，就把居民

可能面临的顾虑都一一解释，一一提供化解方案。

代建方负责人赵熠旻是一名 80 后，他告诉记者，加梯真正

的障碍除了复杂手续，更是人情和利益的纠葛。 譬如，住户在加

装电梯过程中会不会受到采光、噪音等影响？于是他在加梯项目

启动前， 就一次次跑进楼，“我就站在电梯连廊正对着的位置仔

细感受：如果我住这间屋子，怎么装梯才能住得最舒坦？ ”

图纸也跟着一次次调整，一次次优化。 考虑到低层采光，电

梯底层的外墙材料采用玻璃，阳光照进来更加通透；无障碍通道

的安全性经过讨论， 最终采用了和主干道平行的东西方向，“施

工虽然繁复了些，但更妥帖了”。

“加梯是好事儿，要通盘考虑居民的利益，更让加梯成为重

塑邻里关系的好机会。 ”彭浦新村街道自治办主任朱珍琦介绍，

为了让低层居民也有获得感，街道同步引入社区规划师，开展了

美丽楼道微更新。 楼道修葺一新， 居民们主动成立了自治小分

队，共同负责楼栋清洁。

针对一部分尚不符合加梯条件的楼栋， 彭浦新村街道也探

索试点安装楼道代步器作为有效替代。 国庆前，家住闻喜路 935

弄居民区的李老伯圆了出行梦。 坐上定制椅、系上安全带、按下

遥控器， 随着座椅沿着轨道缓缓下降，“终于第一次独立走出了

家门，自由上下楼透透气”。

沉浸式学党史，丰富红色文化年轻表达
“复兴 ·颂”以科技赋能红色场馆

推开 “希望之门”， 抉择 “真理之路”，

投入 “革命洪流” ……这个国庆假期， 长

7.1 公里的黄浦区红色经典步道成为不少市

民游客的打卡地。 作为这条步道 14 个点位

之一， 名为 “复兴·颂” 的红色场馆以精心

设计的沉浸式互动体验， 令青少年参观者

收获感动和力量。

“复兴·颂”是复兴中路上一组石库门建

筑群改建的红色场馆， 正式对外开放才刚

“满月 ”。 作为公益性红色文化展示场馆 ，

“复兴·颂” 以黄浦区 100 余处红色遗址遗

迹为展示主题 。 在这组石库门建筑群里 ，

原装窗棂、 彩色拼花玻璃窗等讲述着历史

更迭， 也辅有语音识别、 VR （虚拟现实）

体验等最新科技为红色经典注新解。 “复

兴·颂” 馆长倪瑾介绍， “复兴·颂” 正式

开放一个月来， 日均参观客流 100 人次左

右， “特别是体验互动环节， 参观者的兴

趣度和完成度都很高”。

昨天上午， 建襄小学三名学生周晓忱、

巴语清、 茹祺郑重戴上红领巾， 早早地等

候在 “复兴·颂” 的客堂间， 佩戴好馆方提

供的专用智能手环， 大家便开始了 “闯关”

之旅。

在工作人员提示下， 三名小学生先耐

心观看视频 ， 当电视连续剧 《觉醒年代 》

的片段一出现， 顿时成了一个大型党史知

识 “抢答” 现场。 缀有星光的红色 LED 屏

幕自动点亮， 指引着参观者互动前行。

此类精心设计的小细节在 “复兴·颂”

随处可见。 一楼客堂间一座沙盘 5 个展项，

在有限空间里用声音和光影等充分调动起

参观者的感官， 清晰讲述 “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诞生在上海”； 楼梯转角处设计为 “学

习里” 读书角， 作为答题环节后扩展知识

的好去处。

沉浸式互动体验最令参观者， 特别是

青少年学生感兴趣。 在 “利剑出鞘” 环节，

游戏者需佩戴 VR 眼镜以及操控手柄与

“叛徒” 开展生死对决， 而在 “国之当歌”

空间 ， 在先辈们英勇奋战的视频背景下 ，

孩子们深情投入地唱完了国歌， 窗帘和幕

布缓缓升起， 大片大片的阳光透过玻璃窗

洒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现场， 每个人都不禁被这情景交融的

画面所打动： “正是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

换来了我们这一代人沐浴在阳光下的美好

生活。”

“‘复兴·颂 ’ 以科技赋能红色场馆 ，

以体验式、 沉浸式等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

吸引大家来学习党史 、 感悟初心 、 汲取

力量 。” 黄浦区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汪晓

涌说。

■本报记者 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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