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祝越

昨天，受太湖北侧较强降水云团东移影响，上海中心气象

台发布暴雨黄色和雷电黄色双预警信号， 下午又加发大风黄

色预警。短时强降雨使得部分地区居民出行受到影响。图为暴

雨造成龙耀路上路面短时积水。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6 月 10 日 ， “2017 年三沙市海

上应急演练” 在西沙海域成功举行 。
演 练 模 拟 一 艘 客 船 在 该 海 域 搁 浅 遇

险， 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迅速组织各

方力量展开 “海空立体” 联合救援 。
本次演练首次协调水上飞机参与三沙

海域应急演练， 旨在进一步强化水上

飞机与三沙海上搜救力量的磨合， 提

升三沙海上搜救快速反应能力。
右图为三沙 “海空立体” 联合搜

救演练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我国海域可燃冰实现试采“满月”
已连续产气 31 天，平均日产 6800 立方米

据新华社广州 6 月 10 日电 （记者

王攀） 记者 10 日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

局获悉， 珠江口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可燃冰） 试采自 5 月 10 日点火测试以

来， 至 6 月 10 日已连续产气达 31 天，
实现了试采工作的 “满月” 记录。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通报表示，
截至 10 日下午， 试采总产气量达到 21
万立方米， 平均日产 6800 立方米。 目

前产气过程平稳， 井底状况良好， 获得

各项测试数据 264 万组， 为下一步工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

远望号船队再度扬帆远航
任务次数、出海天数将创 42 年来之最

本报讯 (记者王星 通讯员朱红金
陈国玲）9 日上午， 远望七号船徐徐驶离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 这标志着远

望号船队正式拉开下半年高密度海上测

控任务的序幕。 她将与本月初陆续出航

的远望五号、 六号船以及正在某海域执

行综合校飞任务的远望三号船， 共同布

阵大洋追星揽箭，迎接 42 年来最大任务

强度的挑战。
今年以来， 远望五号、 六号、 七号

船圆满完成了实践十三号、 天舟一号货

运飞船等 3 次海上测控任务。 尤其是入

列仅 8 个月的远望七号船单船在预定海

域圆满完成天舟一号海上测控任务， 创

造了首次在任务中同时跟踪火 箭 和 飞

船、 首次采用变航向测量的纪录。
远望七号船船长周云山告诉记者，

这个航次该船将承担北斗三号卫星等 4

次海上测控任务。 针对出航时间长、 任

务类型多、 技术难度大、 周期转换快、
测量海域新等形势特点， 他们认真做好

关键备品件 、 薄弱环节 、 技术 状 态 验

证、 试验文书等准备工作， 确保技术托

底， 设备不带问题出航。 据了解， 不久

前出航的远望五号、 六号船， 正在海上

扎实开展联调演练、 跟踪过境目标、 岗

位实战化训练等任务准备工作， 远望三

号船完成校飞任务后， 也将投入到后续

繁重艰巨的海上测控工作中去。
下半年 ， 远 望 号 船 队 将 执 行 北 斗

三 号 、 嫦 娥 五 号 等 16 次 海 上 测 控 任

务 ， 海上作业 时 间 超 过 600 天 ， 任 务

次数、 出海天数都将创 42 年来的历史

之最。 此外， 远望 21、 22 号火箭运输

船还将承担 长 征 五号火箭的吊装和海

上运输任务。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申城活动丰盛
百处文物建筑免费开放，大雨难阻市民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

本报讯 （记者李婷）昨天是我国

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尽管天空

下起了大雨， 依然没有挡住市民亲近

文化遗产的热情。 全市 100 处文物建

筑集中向公众免费开放， 百余场文化

活动遍布申城， 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勃

勃生机，让参与者们兴致盎然。
演出、展览、讲座、非遗展示、手工

课堂……昨天的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1.5 万平方米的空间被各类文化遗产

活动占得满满当当， 从一楼一直延伸

至四楼。 “妈妈，你看我这个寿桃做得

好吗？ ” 在三楼的麦秆画体验活动现

场， 刚上小学的郁思源迫不及待地向

妈妈展示她的学习成果。 在麦秆画代

表性传承人陈奇荣手把手教授下，她

用一个小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麦秆

画。 郁思源告诉记者，这是她当天参加

的第四个文化遗产活动，早上 9 点半，
她就跟着妈妈来听民俗专家陈勤建的

讲座 《二十四节气由来与中华智慧》，
接着去参加海派面塑亲子体验活动，
午饭后又看了一楼展出的“大美中华·
薪火相传”AR 数字艺术展。 AR 数字艺

术展尤其别开生面，用图片的形式展出

35 个国家级非遗和 20 个世界自然遗

产，拿起手机下载“璀璨薪火 AR”App，
扫描展品上的图像，原本静止的图像便

会在手机屏幕上“跃动”起来，用影像讲

述一门当代技艺或展现一段优美风景。
除了好玩的好看的，还有好听的。上

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 “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专场演出，也在上海市

群众艺术馆星舞台举行。 国家级非遗项

目———京剧、昆曲、沪剧、越剧、淮剧、滑

稽戏、 评弹等多个戏曲种类的中青年戏

曲名家齐聚一堂，以展演加导赏的形式，
为戏迷们奉上一场戏曲盛宴。

文物建筑向社会免费开放一直广受

好评。 昨天，沪上 100 处文物建筑不仅敞

开大门， 还为前来参观的市民准备了各

类丰富多彩文化活动。 比如，位于黄浦路

上的联合国救济总署旧址推出了 “中文

宣三百书画院喜迎建党 96 周年大型

书 画 展 ”， 展 出 了 近 50 位 艺 术 家 的

200 幅书画力作。 刚入选市第五批优

秀历史建筑的杨浦区原国棉九厂老办

公楼， 则邀请一批老匠人现场演示彩

绘、清水墙勾缝、贴金、铅条镶嵌花玻璃

等传统修缮技艺，让人领略匠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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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更加自然地“呼吸”
———“海绵城市”引领绿色发展方式

在“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的理论指引下， 中国城镇排水防涝系统

不再以“修管子”为主，而是利用“海绵作

用”， 对雨水吸收和释放乃至加以利用，
弹性地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

３ 年来，当初描绘出“自然、生态、绿

色治水”的美好图景加速实现，许多城市

也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 变 得

“表里如一”。

天要下雨 人有办法

安徽合肥地处江淮丘陵， 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东部紧邻巢湖，犹如一方巨

大的簸箕，排水不是强项，还是全国重点

防洪城市之一。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７ 月 ６ 日 ，合

肥降雨量累计达 ６３９ 毫米，是 ５５ 年来同

期降水最高，可谓“一周下了半年的雨”。
然而， 这座城市道路无一处出现严重积

水 ，１０６ 个下穿桥和地下人行道基本畅

通，无一小区出现内涝。
一些合肥人清晰地记得，就在 ２０１０

年汛期，合肥城区降雨量达 １００ 毫米，老
城区几乎所有主干道全部积水， 积水深

度平均达到 ２０ 多厘米；多处下穿桥被水

淹没、 城市南部的望湖城小区淹没面积

达 ３５ 公顷。
这一切，与合肥痛定思痛，在此之后

就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城市防水排涝

体系，通过生态屏障增强“锁水力”密不

可分。
曾几何时， 每逢暴雨来袭，“全城看

海”“嘀嘀打船” ……市民们的调侃一度

透露出对城市内涝的无奈。
２０１４ 年住建部印发《海绵城市建设

技术指南》，３ 年来， 改变真真切切地发

生着。
住房和城乡 建 设 部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海绵城市项目的实施，在缓解城市内

涝、消除水体黑臭方面已见成效。第一批

１６ 个 试 点 城 市 区 域 内 １３ 条 黑 臭 水 体

（占试点区域内黑臭水体总数的 ４６％）、
１７１ 个易涝点 （占区域内易涝点总数的

６０％）已经消除。
目前，我国管廊建设城市从 ２０１５ 年

的 １０ 个试点城市发展到 ２００ 多个，建设

总长度从不足 １００ 公里拓展到 ２６００ 公

里以上。

“海绵”理念为城市舒筋、活络

２０２０ 年 ， 我国城市 ２０％以上建成

区要自然存储 ７０％的降雨 ；２０３０ 年 ，全

国城市 ８０％以 上 建 成 区 要 达到这一指

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的指导意见》，给出了海绵城市建

设的“时间表”。
而关乎怎么建的“路线图”，试点地

区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各显神通”， 为

城市舒筋、活络。
———因地制宜， 道法自然。 自然积

存、 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指导意见

１５ 次使用“自然＋”词组，描摹着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城市。 安徽池州依靠现有

地形、水位等条件，通过调整地形将雨水

引流，遇到暴雨，道路和桥梁也设计成为

排水通道，多采用自然改造法，不搞大拆

大建，真正留住山水乡愁。
———地上铺“海绵”，地下建“管廊”。

吉林省四平市在推进地下综合管廊试点

中，通过应用传感、ＶＲ、大数据分析等技

术手段， 开发智慧管廊运营管理系统。
管廊项目不仅解决了反复开挖路面、架

空线网密集、 管线事故频发的问题，还

成了智慧城市、智慧管廊建设的市民体

验中心。
———新、老城区协调发展。在江西萍

乡，老城区以“问题”为导向，避免盲目地

全面翻挖， 结合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

改造、 老旧小区有机更新等工作同步推

进，实现“以点带面”；新城区以“目标”为
导向，城市新区、各类园区、开发区由于

现状制约条件较少， 可按海绵城市建设

的理想目标， 制定海绵城市规划建设指

标体系，实现“以面带片”。

“一张蓝图干到底”
去年汛期，全国 ３０ 个海绵城市试点

中,近半数城市曾出现内涝，引起广泛关

注。 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胡

厚国认为，“海绵城市” 建设并不是立竿

见影的工程，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
“城市不光要有‘面

子’， 更要有 ‘里子’和
‘良心’。 这是我们应该

具备的城市发展理念。”
胡厚国说。

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建设， 不少地区

从原来担心海绵城市建设投入大、 成效

差，持观望态度，变得积极主动申请海绵

城市改造。这种变化不仅体现自官方，也
来自民间。

萍乡市民谭娟所在的金典城小区原

本是市里定的第一批海绵体项目改造小

区， 由于大部分居民当初对海绵城市都

不了解，于是反对。直至对面的金螺峰公

园海绵体项目改造完成后， 公园道路从

昔日一下雨就积水， 到积水现象大为缓

解，群众又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尽快进

行改造。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王守清等

专家表示， 各地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长

期规划和实施方案， 从地方立法和社会

推广等方面入手，提高公众参与度；对融

资项目进行合理搭配打包， 明晰权责条

款设计，增强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
萍乡市副市长叶华林介绍， 下一步，

萍乡市还将推进产学研用深度结合，推动

技术服务单位与本地设计院建立常态化

合作，成立海绵城市技术服务中心，引导

企业对有关产品进行改造升级，形成以海

绵产业促进海绵城市建设的良性循环。
新华社记者 杨丁淼 余贤红 汪奥娜

（新华社合肥 ６ 月 １０ 日电）

大场十大非遗传承人集体亮相
现场展示推广传统技艺，寻觅传承弟子

本报讯 （记者何易） 昨天下午，
伴随着“锣鼓云庆”的悠扬丝竹声，宝

山区大场镇十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集体在宝山宜家生活广场开展技艺

体验和传承活动。
现场 10 个非遗项目展示中的“江

南丝竹”为上海市市级非遗传承项目。
年过八旬的中国国乐团副团长非遗传

承人陆德华告诉记者，“江南丝竹”产

生于江浙沪一带，已流传三百年，上世

纪初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乐

队成员都是些小手工业者或农民，白

天从事自身职业， 挣钱养家， 业余练

习， 闲时演出。 常为民间婚嫁喜庆助

兴，参加各类社会活动。

“大场江南丝竹 ”常用扬琴 、三弦 、
笙、阮、秦琴、中胡、古筝等，并加入板鼓、
碰铃之类的敲击乐器，乐声呈祥舒泰，洒
脱自如，但现在底蕴尚在，后继无人，“你
看现场表演的 20 多位演奏者，平均年龄

65 岁以上———寻找真正愿意学习的传

承人始终是个难题。 ”
不光“大场江南丝竹”，现场的面塑、

棕编、易拉罐画、中国结艺、绒绣、剪纸、

糖画、灯彩、龙凤字画、手工布艺 10 个非

遗项目通通都有这样的遗憾。今年 50 岁

的第八代棕编非遗传承人马群的摊位前

挤满了人，撕、拉、穿、刺……一连串令人

眼花缭乱的动作过后， 一只大蚂蚱 “跃
上”马群的掌心，栩栩如生。 不少市民拿

起了棕草跟着马群学着编了起来。 棕草

制品距今已有 1700 年的历史，是我国民

间艺术的一朵奇葩。 “这是艺术，也是谋

生的手段，以前一角钱一只蚂蚱，二角

钱一只小鸟……每天还总能赚些钱。”
马群回忆起艰辛的谋生时光，“但现在

不行了，学手艺太苦，又赚不到钱，不

知道还能不能继承下去。 ”
大场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负

责人告诉记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

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

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他们希

望通过此类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非遗项

目， 喜欢甚至继承传统手艺，“传习所

每周定期开放授课， 开展丰富多彩的

手工体验和传承活动。 目前传习所常

设十余项手工技艺的传习培训， 每年

向社区提供近四千人次的公益培训。”

五千年前，上海人这样生活
马桥文化填补夏商时期的历史空白

上海真的是从渔村演变而来的吗？
实际上 ， 根据 上 海 的 考 古 发 现 ， 5000
年前上海曾是中国最发达的文明中心。

“唤醒五千年的记忆， 难以忘怀的

远古上海” 马桥文化论坛昨天在旗忠网

球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 上海博物馆考

古研究部主任陈杰讲述了马桥遗址文化

所带来的意义———把上海的历史大大提

前。 目前， 闵行区计划建立马桥遗址博

物馆， 保护这段来之不易的历史。

奇特的马桥文化

马桥遗址位于今上海市闵行区马桥

镇俞塘村， 现在的北松公路横穿遗址中

部 。 马 桥 遗 址 发 现 于 1959 年 12 月 。
1960 年 ， 由于上海重型机械厂在遗址

区上施工， 对遗址造成了严重破坏， 各

方开始了马桥遗址第一次抢救性发掘，
之后先后多次 进 行 了 考 古 发 掘 。 1978
年， 考古学者将之命名为 “马桥文化”。

1993 年起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

原主任、 现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宋建就参

与了马桥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 。 他说 ,
马桥遗址坐落在一道被称为 “竹冈” 的

贝 壳 砂 堤 之 上 ,呈 带 状 分 布 ,南 北 至 少

1000 米,东西大约 150 米,总面积超过 15
万平方米。 遗址的发掘着重解决了年代

关系和文化内涵问题， 填补了环太湖地

区夏商时期的历史空白。
此外，马桥遗址有一个奇特的现象：

即良渚文化晚期许多耗工费时的稀世珍

品，包括玉器，带细刻图案的陶器、象牙

器，到了马桥文化时期竟荡然无存，只剩

下粗陋的陶器和杂件； 作为马桥文化原

始文字的形器结构和表意方式比相距千

年之远的良渚文字更为简单。
根据植硅石分析资料 ,马桥文化时

期的稻亚科扇形植硅石的含量 普 遍 偏

低 ,显示以稻作为主的栽培农业在马桥

文化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不及良

诸文化和马桥文化以后的时期。
马桥文化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形式

也明显不同于良诸文化。 据马桥遗址出

土动物遗骸最小个体的统计 ,马桥文化

中猪的数量少于鹿科动物。 人类获取肉

食资源的形式从以家畜饲养为主、 狩猎

活动为辅转变为以狩猎活动为主、 家畜

饲养为辅。 稻作农业活动的减少和获取

肉食资源方式的转变都说明马桥文化的

生存方式比起良诸文化有明显的变化。

南北交汇的产物

宋建介绍， 到目前为止， 上海是三

大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地， 最早是崧泽文

化， 遗址位于青浦境内， 可以称为上海

之源； 其次是广富林文化， 遗址位于松

江境内， 可以称为上海之根； 最后是马

桥文化， 位于闵行境内， 可以称为上海

之本。
相比崧泽文化和广富林文化， 马桥

文化是南北文化在上海地区交 汇 的 产

物。马桥文化的陶器以红褐陶为主，占全

部陶器总量的 50%以上。 马桥遗址还发

现了少量夏商时期的原始瓷。 根据考古

学界的共同探讨, 认为马桥文化的陶器

生产正处于技术创新的转变时期, 新出

现了烧制火候相当高的硬陶和原始瓷。
原始瓷是在烧制硬陶的基础上发明的新

工艺和新产品,其表面有一层光亮的釉。
宋建说， “马桥文化的原始瓷既有

青绿釉,也有黑釉 ,环太湖地区是目前所

知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出产地之一 ,黑釉

原始瓷尤为罕见 ,这可以说是马桥文化

的一大发明。”
这类陶器风格在当地找不到承继的

文化传统， 通过比较研究， 发掘者确认

它们与浙南闽北地区的文化遗存存在很

多相似之处。
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间的相似之处，

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组合和器型上，
相同器类有石斧、石犁、石刀、石镰等。

来自北方的因素， 主要是中原地区

的夏商文化和山东半岛的海岱地区的岳

石文化。 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交流

的直接证据， 主要是鸭形壶和各种模印

的花纹。 马桥文化中的蘑菇型捉手、 子

口缘的泥质陶器盖则与岳石文化的同类

器相似。

上海历史呈马鞍形

“上海 6000 年历史， 呈现 ‘两头

高、 中间凹’ 的马鞍形文化发展态势。”
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 复旦大学教授高

蒙河在现场介绍说。
“一头高”是史前，崧泽文化到良渚

文化，最早发明犁和镰刀，多具原创性，
玉器工艺冠绝全国，是上海的辉煌时代。
“另一头高” 是近代开埠以来， 引进、模
仿、追赶、改进，形成了海派文化，成为东

亚最大城市。中间一段和两头相比，比较

低洼，文化发展较为平缓，与中国其他地

方相比没有太高的地位，他说。
据介绍 ， 1935 年以来 ， 上海共计

发现先秦时期遗址约 30 处， 进行科学

考古发掘约 50 次， 把上海地区的历史

推进到距今 6000 多年前， 有三个远古

文化获得了中国考古学上的命名， 在全

国较为少见。
值得一提的是， 在马鞍形的文化发

展态势中， 马桥文化处于低谷之后的爬

坡时期， 是远古上海走出历史低谷的起

点、也是远古上海开始攀援上升的原点。

在杨浦区原国棉九

厂老办公楼举行的活动

现场， 资深技师正在展

示 建 筑 保 护 修 复 技

艺———彩绘工艺。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三沙举行“海空立体”
联合应急搜救演练

申城昨受
大雨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