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 �晴天开场，先暖后寒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鸡年首日晴

天开场。 徐家汇气象站最高气温14.3℃，
最低气温5.9℃。 根据上海气象部门预

计，今天白天，上海气温将继续上升，白

天最高气温抬升至21℃。 然而受北方南

下的强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起至31日，
本市有寒潮过程，将出现明显的大风、降
温和降雨过程。 今明两天的降温幅度可

达8℃至9℃，31日早晨最低气温普遍可

达1℃至3℃。
据气象部门预计， 今天白天为多云

天气， 傍晚到夜里有一次小雨过程，30
日、31日以多云天气为主。此次强冷空气

除了降温，还将带来明显大风。
此外，受低层明显的暖湿气流影响，

昨天半夜到今天上午长三角地区和华东

中南部沿海海面有大雾， 本市大部地区

能见度500米左右，局部达200米。

人民广场站的第十次修容梳妆
(上接第一版)为了抢工期， 改造在施工

用材上也动起了脑筋， 通过将专业水泥

的配方优化， 把水泥的养护周期从原本

的两周压缩到七天。
此次改造的关键是安装八部自动扶

梯和一部垂直电梯， 拆除后的废弃物之

多及其安全运输成为一大难题———施工

中将产生1000方、 2000吨建筑垃圾。 如

果采用一般20吨载重的土方车在地面运

送， 需要近100车次， 再加上土方车作

业所产生的扬尘和噪音， 将极大影响人

民广场周边的环境。 经过各单位专家的

头 脑 风 暴 之 后 ， 一 个 大 家 伙 来 救

急———配 置 在 车 辆 分 公 司 各 基 地 内 的

内燃机车 。 每晚两辆内燃机车从1、 8
号线基地兵分两路 ， 各连挂两 辆 平 板

车， 每晚清运垃圾240吨。 调道、拼车、
卸料，周而复始。 为确保垃圾不会掉落

在轨道正线，维保人员还在板车四周加

装护栏， 并在货物区进行监护。 最终，
完成 “移山”。

工程的克坚攻难， 是为了车站的新

颜。 在周斌心中， 有一份意味深长的责

任感———22年前， 正是老一辈的隧道人

开凿破土， 修建了人民广场站。 “我感

到十分荣幸， 得以传递这支特殊的 ‘接
力棒’。”

�客流回落，运行平稳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昨天是农历

大年初一， 上海铁路和公路出行客流回

落，市内交通运行平稳。
相对于此前的长、 短途旅客叠加形

成的大客流情况， 昨天铁路客流大幅回

落， 上海三大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 30
万人次左右。 昨天客流主要以长三角方

向的短途为主， 且客流多集中在中午和

下午。
在公路方面， 截至昨天下午 4 点，

高速路网总流量为 46.91 万辆次， 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加 7.52%。 而 1 月 26 日、
27 日高速路网总流量分别为 69.33 万辆

次、63.28 万辆次，有明显下降。
昨天市内快 速 路 通 行 情 况 总 体 良

好。不过到中午左右，南北高架西侧共江

路至延东立交， 东侧卢浦大桥至延东立

交；延安路高架南侧虹许路至延西立交；
沪闵路高架东侧桂林路至漕宝路出行拥

堵。 到昨天晚上 7 点，快速路全线畅通。
抓住这难得的空隙，春节假期 S20（北翟

路立交—吴淞江桥）、中环金沙江路地道

等进行养护施工。
各出租 汽 车 公 司 积 极 做 好 运 能 准

备，四大电调中心制定应急预案，并根据

客流量以及天气环境， 时时发布报文信

息，提醒驾驶员注意行车安全。管理部门

要求各相关企业提前落实 3000 辆应急

保障车源，重点保障铁路上海站、上海虹

桥站、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浦东机场等

出租汽车站点。
而常年日客流在千万人次的上海地

铁在大年夜创下全年新低。 1 月 27 日上

海地铁总客流为 313.1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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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有新意，红火过大年
逾16万客流涌入申城各主要景点

本报讯 （记者何易）昨天年初一

是丁酉春节黄金周第二天， 截至下午

4 点上海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 ，
当日上海主要旅游景点接待游客人数

逾 16 万人次。
各类年味民俗活动吸引着众多游

客前往，2017 豫园灯会将吉祥的寓意

化作具象的艺术灯彩， 在这 5.3 公顷

的古朴建筑群落之中迎接八方游客，
一展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民族、 民俗文

化之风采。 上海欢乐谷跨年灯会占地

65 万平方米，特别邀请来自四川自贡

的 100 余位“非遗”传人精心匠造，每

个灯组制作工艺都蕴含了千年文化。
昨天， 全市纳入假日监测统计的

景区（点）接待游客数据显示：东方明

珠广播电视塔接待游客2.1万人次，同

比 持 平 ；上 海 野 生 动 物 园 接 待 游 客

1.58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4%； 世 纪 公

园 接 待 游 客 1.7万 人 次 ， 同 比 下 降

17%； 上海动物园接待游客2.04万人

次， 同比下降8%； 金茂大厦观光厅

接待游客1.18万人次， 同比增长5%；
上海科技馆接待游客1.6万人次 ， 同

比增长70%； 东方绿舟接待游客0.32
万人次， 同比增长28%； 中华艺术宫

接 待 游 客1万 人 次 ， 同 比 下 降21% ；
锦江乐园接待游客0.56万人次， 同比

增 长 24.4% ； 上 海 欢 乐 谷 接 待 游 客

0.66万人次， 同比下降1.3%； 东平森

林公园接待游客0.26万人次， 同比增

长13%； 顾村公园接待游客0.15万人

次， 同比下降30.2%； 上海海湾国家

森林公园接待游客0.05万人次， 同比

下 降13.16%； 杜 莎 夫 人 蜡 像 馆 接 待

游客0.23万人次，同比下降1.1%；长风

海洋世界接待游客0.36万人次， 同比

增长18%。 枫泾古镇接待游客1.58万人

次，同比下降7%。
综合线上旅游企业的数据统计，

春节我国出境旅游将超过 600 万人次，
上海出境旅游排位靠前的目的地有：
普吉岛、 曼谷、 芽庄、 新加坡、 巴厘

岛、 长滩岛。

迪士尼乐园
舞狮迎新春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换上全新

中式传统服装的米老鼠、 唐老鸭等迪

士尼卡通人物， 奇想花园欢腾上演的

舞龙演出， 还有各式充满年味的节日

装饰和美食……上海迪士尼乐园迎来

开园后第一个春节， 游园高峰也如期

而至。昨天是大年初一，乐园内不少热

门景点排队时间都超过100分钟。
为保证游客体验， 今明两天现场

售票亭将停止销售当日门票， 预计1月
31日和2月1日的客流量也可能较大。

昨天一早，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以

中国传统的舞狮仪式开启金鸡新春。
在米奇大街， 最受欢迎的迪士尼朋友

们换上了全新中式传统服装， 与游客

拥抱、 合影。 上海迪士尼的新春庆祝

活动将持续至2月12 日， 一系列精心

设计的娱乐演出、 节日装饰、 美食佳

肴、 新年福袋以及年货商品让整个乐

园充满年味。 丰富多彩的特别庆祝活

动， 加上春节假期出游热情高涨， 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这几天的客流量也在

不断攀升。 从昨天下午的排队情况来

看， 包括雷鸣山漂流、 小飞侠天空奇

遇等在内的多个热门景点排队时间都

超过100分钟， 翱翔·飞越地平线更是

需要等候195分钟。
为保证节日期间的游客体验，度

假 区 昨 天 发 布 了 最 新 公 告 ，1月29日

（正月初二）和1月30日（正月初三），现
场售票亭将停止销售当日门票。同时，
预计1月31日（正月初四）和2月1日（正
月初五）的乐园客流量也可能较大，建
议有计划在此期间到访的游客提前购

买门票。 在必要时度假区将可能停止

在现场售票亭销售当日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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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央视春晚给了上海分会场7分钟的主体表演时间，流
光溢彩的东方明珠塔再次惊艳了世界； 但当航拍仪从陆家嘴

两处高点起飞掠过城市夜空时， 她又低调隐入了城市空间，
“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光景完美融身进了城市画卷。 也有科技

发烧友十分好奇，东方明珠塔分明是座电视信号发射塔，为何

节目直播中完全察觉不出一座超级磁场应有的干扰？
昨天清晨6点，随着最后一台辅助灯光设备撤出东方明珠

塔广场，一群知晓秘密的人悄然功成身退。他们自比东方明珠

的“染色师”与“排雷师”，但用上海分会场总导演赵蕾的话说，
“为了上海7分钟的惊艳，他们是最被‘折腾’的人”。

有人爱光，有人畏光，灯光师也有众口难
调的烦恼

“白天排练，演员走位灯走流程；晚上排练，演员实拍灯光

验实效。 ”王威是北京人，上海分会场总控室里的操控板是他

的春晚舞台，“‘上海7分钟’看了无数次，但4个多小时的春晚

也只看了这7分钟。”一切都为了7分钟里逾百次灯光变化毫厘

不差。“不突兀，又能突出上海分会场‘光’的主题。”王威说，灯
光也是门众口难调的艺术，一要调东方明珠的颜色。 “建筑本

身是有照明的，但游客眼里的亮度完全不能满足舞台效果。 ”
去年12月实地测光时，灯光师们发现，他们预估的照明灯完全

不够，因为广场地面用1000块LED灯块铺设了巨大的地屏，与
地面呈仰角处也有一块巨幅立屏。两块高亮度的屏幕齐开，东
方明珠顿时黯然。要让这座上海地标亮起来，就要配大功率照

明，但灯架在哪儿呢？塔背后是黄浦江，江面上不能装灯，塔四

周是其他商业楼，也不能把灯装到“别人家门口”。余下的空间

极其有限，唯有正对舞台的一侧平房，能让王威把大功率灯架

支在屋顶上。 不成想，赵蕾第一次见到这排灯，一点儿余地都

没留，就让全部拆了。 因为导播切全景或者反打城市景观时，
两排硕大的灯光架穿帮了。

更难调的是人身上的光。7分钟内先后有2000多名演员上

场。 有人爱光，“比如520名走旗袍秀的姐姐，要确保每张脸都

有光，每人身上都没阴影”。但也有人畏光，《梦想之城》的节目

中，8名上海杂技团的车手鱼贯驶入特制钢球，“此时的灯光要

在观众浑然不觉的前提下调得柔和些， 不然万一晃了车手的

眼，后果难堪设想”。
台上要无死角， 台边要不留痕，“灯” 是上海分会场的主

角，但全场600多台为东方明珠染色的灯又藏在哪儿呢？ 王威

笑言：“这是秘密，就像东方明珠怎样做到一边开门迎游客，一
边紧锣密鼓地排练一样，都有讲究。 ”

� 他们每天都要寻找 “曲径通幽 ”，背对着
绚丽舞台

东方明珠既是地标景观， 也是每天都在 “发功” 的电视

塔。 市民能接收到的近300套电视频道以及部分广播频率，
都与之相关。 如果电磁线能被肉眼所见， “那么我们现在的

头顶上方就是上海最密集的蜘蛛网， 没有之一。” 王超告诉

记者， 从1月1日节目组进场排练开始， 他和另几名同事， 每天的头号工作就是

“扫频”， 即在已被占用的密集频段里闪转腾挪， 寻找 “曲径通幽处”。 而现场需

要用到25个无线话筒、 2个 “小蜜蜂”、 2个耳返、 2个备份用的有线话筒， 每一个

设备都需一路频率。 “每天3次要从密集蛛网里找到30多路干净的频率， 已接近

极限。” 王超说， 这对现场直播的节目其实风险很高， 万一出了意外， 就是直播

事故。 因而， 只要排练开始， 几个高大的男生就挤在设备间里， 盯着密密麻麻闪

烁的频段数字。 此时的他们， 背对舞台。
比“扫频”更让音响师头疼的是业余演员的表现，“他们的发声没经过训练，音

量时大时小，有时气息声又太明显”。《紫竹调·家的味道》8组家庭接力唱，刚开始排

练时，凌乱可想而知，对音控台边的人而言，“是场大考”。
好在，功夫是不负有心人的。1月1日到1月27日每天超12小时的连轴转，节目在

精进，声音的细节也在不断磨合。这期间，王超、吴剑煜、钱文彬挨个迎来了生日，春
晚获得巨大成功，这群背对舞台辛苦付出的人说“值”。

上海科技馆：大年初一“鸡味”盎然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昨天是大

年初一，上午 9 点，上海科技馆就迎来

了鸡年第一位客人， 全天科技馆参观

人数达 12343 人，参观秩序井然有序。
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 客流量与往年

持平，按照经验来看，年初三、初四才

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
鸡从哪里来？ 鸟类为何会飞行？

这些问题都能在展览中得到解答。 鸡

是与人类关系最为亲密的鸟类朋友。
白垩纪生物大 灭 绝 发 生 后 ， 幸 存 下

来的鸟类迅速 占 据 了 一 部 分 由 恐 龙

所占据的生态位， 在 2000 多万年里

快速演化出 1 万 多 个 新 物 种 。 中 国

是鸡类资源最 丰 富 的 国 家 ， 根 据 化

石推测 ， 8000 年前中国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已有原鸡分布， 且可能驯化

成了家鸡。
在辨识鸟类区， 五六个孩子正在

努力还原由 9 个方块打乱排放的鸟类

拼图，只见孩子们把方块搬上搬下，忙
得满头大汗， 好不容易拼好了一只孔

雀拼图。“嘟”的一声，正对孩子的电视

画面中，一只孔雀已经站了起来，正摇

晃着脑袋看着孩子们。 这是 AR 技术

用于展览的一种尝试， 当被还原的图

案被摄像头读取时， 电视画面中就会有

相应鸟类出现。
昨天， 上海科技馆还应景地放映了

新 4D 特效电影 《雉鸡秘境 》，在接下来

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部讲述红腹锦鸡、藏
马鸡、白鹇、白腹锦鸡、环颈雉等雉鸡生

活的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性的影片将天天

与观众见面。 来自陕西的张先生与他的

儿子，在看完影片后，对一种头顶金黄色

丝状羽冠、身披火红色羽毛、拥有黑褐色

尾羽的鸟类印象深刻， 这就是我国独有

的红腹锦鸡， 据说它还是我国国鸟的候

选者之一。

上博：首批观众比第一缕阳光还早
本报讯 （记者李婷）昨天是农历

鸡年的第一天。早上8点30分，上海博物

馆门口的参观者已排起了百余米的长

龙。9点，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亲自迎

候，向第一批进入大厅的参观者赠送印

有上博珍贵展品图案的艺术尺。
吴永翔昨天早上排在队伍的第一

位，5点刚过，72岁的他便赶来门口排

队。“我已经连续很多年都来参加上博

的迎新活动了， 去年也是第一个进场

的。 ”谈及为何要如此执著地赶来“抢
头彩”，吴老先生笑着告诉记者，有着

文物情结的他其实和上博渊源颇深。
“记得上博人民广场新馆21年前开业

时，我就是第一批参观的观众之一。博
物馆是传播人类文明的场所， 而大年

初一排到第一位， 是希望新的一年有

一个顺利的开始。 ”
队伍中，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家

住闵行的7岁小姑娘徐思远，已经连续

3年在大年初一这一天跟爸爸妈妈来

上博参观， 今年一起来的还有两岁半

的弟弟。“博物馆展示的是我们国家和

民族的历史文化，这里有我们的根。 ”
徐爸爸说，比起参加各种补习班，从小

让孩子多受些历史、 文化的熏陶更有

必要。
新年第一天，不少外地观众也将

参观上博作为在上海旅游的首站。 来

自山东东营的 王 同 伟 一 家 四 口 前 天

下午抵沪 ，昨天一早便赶来上海博物

馆参观。 王同伟说，他们是奔着“弘一

斋 ”书画精品展来的 ，他们一 家 都 喜

欢艺术。 过个有艺术气息的新年，更

有意义。
杨志刚说， 选择在大年初一携手

观众共同举办迎新活动， 已经是上博

连续十几年的传统项目了。 自2000年

以来，每年年初一早晨9点，馆领导都

会集体出动，迎接新年的第一批观众。
“只要读者喜欢，我们的活动就会一直

办下去。”杨志刚说，最早的观众4点半

就出门了，很多人从南汇、奉贤甚至外地

赶来， 他们比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来得还

早。 “这让我们很感动，也成为上博今后

工作的动力， 我们将努力为观众提供更

好的参观内容和服务！ ”
除了为观众送上贴心的纪念品，今

年春节期间上博也特意陈列了不少与鸡

相关的展品，为观众送上祝福。 比如，正
在展出的“弘一斋”书画精品展中有一件

清代沈铨的《梅竹雉鸡图轴》，寓意祥瑞

福贵。 作品中，一对雉鸡立于盘石之上，
扭头俯视，做捕食之状，极富动态，补景

树木以写意法为之，葱郁湿润。而在陶瓷

常设陈列馆， 还展有晋朝的鸡首壶和清

代的鸡缸杯等。 春节过后，包括“千年古

港： 上海青龙镇遗址考古展”“茜茜公主

与匈牙利：17—19世纪匈牙利贵族生活”
“大英博物馆100件藏品中的世界历史”
“遗我双鲤鱼： 明代吴门书画家手札展”
“山西古代壁画展” 等8个本年度的特别

展览，将陆续登陆上博。

大年初一， 申城街头张灯结彩、 灯笼高挂， 一位女孩高兴地骑在父亲肩膀上游玩。 本报记者 陈龙摄

上海科技馆举办丁酉年生肖特展，观众体验 AR 互动装置。 昨天一大早，观众赶到上海博物馆门前排队等候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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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节日传播中华传统美德
(上接第一版 ) 他说 ： “年俗不仅传递

着热腾腾的、 邻里亲朋彼此友爱真心祝

福的情谊， 更蕴含着中华传统美德与人

文精神。” 孩子在长辈的带领下， 买年

货、 大扫除、 做年夜饭， 体验的不只是

节庆民俗本身， 留下的也不只是贯穿一

生的美好回忆， 更应该在潜移默化中对

中华民族孝老爱亲、 勤劳质朴等价值观

产生认同。 孩子长大后， 再与自己的下

一代分享 “年味儿”， 传统文化才得以

通过一个个 “小家” 一代代传承下来。
日前， 国家图书馆推出楹联专题，

开放 《声律启蒙撮要二卷 》 《楹 联 述

录十二卷 》 等古籍的电子版下 载 ， 让

网友能更深入地了解楹联文化 不 只 声

律工整的吉祥话 ， 同样也是文 学 传 统

的重要载体。
近几年， 春节正满载着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漂洋过海， 为海外友人带去辞

旧迎新的祝福， 也带去中华儿女的人文

传承。 眼下， 南非开普敦正在举办 “欢
乐春节嘉年华”。 新春彩灯被安置在开

普敦最繁华的商业区， 户外大屏则循环

播放着春节主题的影片， 为期近 30 天

的嘉年华系列活动包括 “中国年货车”
“新春彩灯节” “福字进万家” “欢乐

春节影像开普敦” 等丰富活动。 据悉，
伴随着文化部 “欢乐春节” 在五大洲落

地 ， 仅去年一 年 ， 就 有 140 个 国 家 的

2.5 亿人次感受到中国春节的文化魅力。

30年育种让你吃到“过去的味道”

保存选育北京油鸡等 10
种黄鸡种质资源

养鸡场内，7间宽敞的板房中，4间是

种鸡，3间是小鸡。 尽管喂食、清理、通风

已经实现了自动化， 但黄启忠每天仍要

“全副武装”，来看看他的“鸡朋友们”。
这里是上海最大的黄鸡种质资源基

因库， 经过自农科院畜牧试验场建立以

来50多年的努力， 保存和选育了10个品

种的黄鸡种质资源，其中包括北京油鸡、
江苏鹿苑鸡、广西烟霞鸡、广东石岐杂、
广东清远麻鸡和江西绿壳蛋乌骨鸡等6
个地方鸡种。

上世纪80年代， 黄启忠有意识地把

这些地方鸡品种保护起来。事实上，尽管

中国是黄羽肉鸡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全

国有100多个品种，但许多品种已经岌岌

可危。 “北京油鸡一度找不到了，我们走

到深山里才找到一些， 现在大家都知道

要把它们保护起来了。 ”黄启忠笑着说。

本地唯一土鸡品种“新浦
东鸡”推广到20多个省市

上世纪70年代， 鸡肉还是餐桌上的

珍馐，为了解决中国人吃鸡肉的问题，用
最少的饲料提供最多肉食成了鸡类育种

专家的一致目标， 刚从上海农学院毕业

进入上海市农科院畜牧试验鸡场的黄启

忠就接到了这样一项任务。
浦东鸡是上海唯一的土鸡品种，俗

称“九斤黄”，因其成年公鸡可长到9斤以

上而得名，体型大、肉质鲜美是浦东鸡的

特点，不过要长成“大个子”需要4个月甚

至更长时间。 为了克服浦东鸡长羽迟和

生长周期慢的“缺点”，农科院从国外引进

了两个白羽鸡品种。 通过与白鸡的杂交，
加之各种培育手段， 历经10多年的培育，
一种符合目标的肉鸡品种———新浦东鸡

终于育成。
新浦东鸡的 成 年 公 鸡 能 长 到10多

斤，在那个时代，很好地解决了中国人食

用鸡肉的问题。 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肉鸡

培育品种，被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

育种是一场“时间艺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地提高， 越来越

多的人希望能吃到“过去的味道”。 黄启

忠认为， 每个人心中的过去味道并不相

同，就鸡肉而言，有人喜欢鲜嫩有弹性，
有人喜欢肥腻生香，这使得育种从“又快

又大”的单一目标变得“百花齐放”起来。
然而，育种是一场“时间艺术”，一名

育种工作人员穷其一生， 运气好的也只

能育成1到2个品种。比如，一只北京油鸡

需要100多天养成，当鸡蛋产下后，下一

代的育种又开始了， 一只鸡产下的10多

枚鸡蛋中，往往只挑选1到2个重点培养，
一代代积累， 不断筛选才能形成一个新

品种，这常常就花费了10多年时间。
好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能让这项

工作变得稍微轻松一点， 比如分子标记

技术， 能更有把握判断哪一对产下的后

代是符合育种目标的， 不过这仍是一条

永无止境的路，因为，人们总是期望有一

种口味更鲜美、产蛋率更高、抗病能力更

强的品种问世。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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