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杉达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电力学院

上海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商学院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
人文学院
上海建桥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上海海关学院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6月17日上海市本科院校联合举行大型招生咨询会

咨询地点：上海建桥学院（上海浦东新区临港新城方竹路 750号）
咨询时间：2017年 6月 17日 9：00-14：30 咨询电话：58137880、68130020
轨道交通：16号线到滴水湖站 2号口，设有短驳车；16号线到滴水湖站转公交 1009/1096建桥学院站
自驾路线：市区驾车走 S20外环线至 S2沪芦高速（东海大桥方向），从临港新城、滴水湖方向匝道下。 考虑

车多拥堵，学校内不设停车区域，将引导至学校周边社会停车场，建议各位家长及考生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
工具绿色出行，热忱期望您的到来!

服务指南：open.gench.edu.cn

这一天，临港大学城四校热忱期待您

（海事大学、海洋大学、电机学院、建桥学

院）， 让我们一起走进优美而新潮的大学

校园，体验不一样的热血青春。

一次与天际海岸的亲密接触

蓝波白帆、依海临风，东海之滨、滴水湖畔，这里是年轻科创人才

的“明日之城”，这里有历史沉淀与科技动感集于一身的上海航海博物

馆，还有南汇嘴观海公园、东海大桥期待您来一观。

一整套高考报名的权威资讯

面对全新的高考志愿填报模式，你是否也在迷茫？ 来这里，你可

以一站式同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 30 余所本科高校

的招生老师一对一交流解惑。为你提供最权威的报考咨询，究竟能上

哪所学校？ 选什么专业？ 学校概况和生活环境如何？ 就业发展情况？
一一助你迎刃而解！

■以 往： 本科志愿以“院校”为单位
分文理科
10 个院校志愿

■2017年：本科志愿以“院校专业组”为单位
选科目组合
24 个院校专业组

一场与优质高校的零距离交流

编辑/杨 阳

2016 年 12 月 29 日通车的北盘江大桥， 桥面到谷底垂直高度 565 米， 是世界第一高桥。 图/视觉中国

誓将天堑变通途
———中国桥梁发展综述

日前， 随着亚洲最大的海上吊装

作业船 “振华 ３０” 号稳稳地将重达

６０００ 吨的沉管精准“楔入”海底，当今

世界里程最长、 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

大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即将全

线贯通。
港 珠 澳 大 桥 被 人 称 为 “世 纪 工

程 ”，全长 ５５ 公里 ，集桥 、岛 、隧 于 一

体，如一条海上巨龙连接珠海、香港与

澳门。 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珠港澳大桥岛隧工程师林

鸣的话说，拿下港珠澳大桥，世界上已

经没有什么中国人不能造的桥。

“２１世纪的桥梁看中国”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说过， 从一

座桥的修建上， 就可以看出当地工商

业的荣枯和工艺水平。 从全国各地的

修桥历史，更可看出一国政治、经济、
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情况。

近几年中国桥梁的成长， 是与国

民经济快速发展同行的。“纵观世界桥

梁建设史，上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要看欧

美，９０ 年代看日本， 而到了 ２１ 世纪，
则要看中国。”这已是世界桥梁建筑领

域公认的观点。
点 开 一 个 专 门 收 集 世 界 最 高 桥

梁 的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ｉｇｈｅｓｔｂｒｉｄｇｅｓ．
ｃｏｍ）， 你会惊奇地发现： 在世界前 １０
名最高桥梁中， 有 ８ 座在中国； 而在

２０２０ 年前将完工的世界铁路 １０ 座最高

大桥中，有 ９ 座是中国建造的。 以至于

在网站介绍中有句感慨，“由于中国正

处在有史以来最快的高速建设扩张中，
未来很长时间我们都要盯着中国了”。

“过去 ５ 年，我们在万里长江上同

时建设着 １１ 座大桥，其中 ４ 座刷新不

同桥型桥梁的世界跨度纪录。”全国工

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铁大桥设计院副

总工程师徐恭义告诉记者：
———武汉，主跨 １７００ 米的杨泗港

长江大桥一跨过江， 为世界上跨度最

大的双层公路悬索桥；
———重庆， 新白沙沱长江大桥，

为世界上首座 双 层 ６ 线 钢 桁 梁 铁 路

斜拉桥；
———南通，主跨 １０９２ 米的沪通长

江大桥， 将再度刷新世界公铁两用斜

拉桥跨度纪录；
———镇江，主跨 １０９２ 米的五峰山

长江大桥， 为世界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

悬索桥。
“这只是我们保持的众多桥梁之最

中的几个。中国桥梁建设的速度太快了，
一不留神， 说不定哪天就被我们自己或

国内同行超越。 ”徐恭义说。

飞架南北变通途

随着桥梁技术的发展，中国不仅在江

河湖海上建起了一座座宏伟的大桥，跨越

天堑，联通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在千山万

壑，重峦叠嶂的山区，中国桥梁建设者一

样飞架南北，为山区人民搭建幸福生活。
正在修建的 成 贵 高 铁 将 跨 越 大 渡

河、岷江、金沙江三大河流，被称为“世界

最难山区高速铁路”。中铁大桥局承建了

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宜宾金沙江公

铁两用特大桥。
徐恭义介绍，大桥位于金沙江下游，

主跨达 ３３６ 米， 为目前世界最大跨度的

公铁两用钢箱拱桥。 大桥上层为 ４ 线高

速铁路，下层为 ６ 车道城市快速主干道，
属于重载桥梁。铁路桥面在上，公路桥面

在下，这是国际首例。
成贵高铁通车后， 成都到贵阳只要

３ 小时，沿线 ３６００ 多万人口将获益。 而

在青藏高原， 一座大桥的修建甚至关系

到沿途百姓的生命安全。

２０１５ 年底，经过近 ４ 年的努力，迫龙

沟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国道 ３１８ 线通

麦至 １０５ 道班整治改建项目全线贯通。
该桥全长 ７４３ 米，主跨 ４３０ 米，是西

藏最大跨度斜拉桥。 该桥成都侧接“通麦

天险”，拉萨侧连“排龙天险”。建设者们不

惧艰险，发扬“两路精神”，战胜了雨季飞

石、泥石流、滑坡和塌方等自然灾害，让通

麦天险 １４ 公里“死亡路段”成为历史。

“中国造”桥梁连通世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孟加拉国帕德

玛河畔的 ＭＡＷＡ 镇，万余民众和中外建

设者共同参加了帕德玛大桥奠基仪式。
海外媒体以“中国为孟加拉人民搭建‘梦
想之桥’”之类的赞语，予以特别关注和

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中国参与

相关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新的

发展机遇，“中国智造”的中国桥也大踏步

迈向世界。 它们之中，有些已经成为当地

地标性建筑。
仅 最 近 几

年， 就有很多中

国建造的桥投入

使用， 世界桥梁

中出现越来越多

的“中国身影”。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美国旧金山－奥克

兰海湾大桥正式通车， 这是世界同类

钢结构桥梁中技术难度最高、 跨度最

大的单塔自锚抗震悬索钢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马来西亚槟城第二

大桥举行通车典礼， 标志着东南亚地

区最长跨海大桥正式通车；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位于塞尔维亚首

都贝尔格莱德的泽蒙－博尔察大桥建

成通车， 这是中国企业在欧洲承建的

首个大桥工程， 已成为一道横跨多瑙

河的风景；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东非最大斜拉式跨

海大桥———基甘博尼大桥开通运营，
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斜拉式跨

海大桥……
如今，“中国造” 桥梁遍及亚洲、非

洲、欧洲、美洲，中国建桥人奋战在世界

各地。 “中国造”桥梁跨越天堑，连通世

界，正在成为一张响亮的“中国名片”。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１２ 日电）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二4 要闻 专版

南海可燃冰试采平台暂未受台风影响
据新华社广州 6 月 12 日电 （记者

王攀 吴涛） 记者 12 日从中国地质调查

局 南 海 可 燃 冰 试 采 平 台 获 悉 ， 当 日 7
时许 ， 位于海上的我国可燃冰 试 采 平

台遭遇今年第 2 号台风 “苗柏 ” 的 正

面袭击 。 截至 12 日 17 时 ， 人 员 、 设

备安全 ， 生 产过程未受影响 ， 产气过

程平稳。

“八一勋章”首次评选公示初步候选人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１２ 日电 经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我军新设立 “八一

勋章”， 并组织开展首次评选。 经过解

放军、 武警部队和公安现役部队提名推

荐， 近日产生初步候选人。 现向军内外

公示， 接受评议。
马伟明， 海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

院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 中国工程

院院士。
王刚， 武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

某支队支队长。
王永志， 原总装备部 ９２１ 工程总设

计师、 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忠心， ９６７２２ 部队 ７１ 分队班长、

一级军士长。
韦昌进， 山东省济南警备区副政治

委员。
牛先民， 陆军某预备役高射炮兵师

副政治委员。

印春荣，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普洱

市支队支队长。
麦贤得， 原 ９１７０８ 部队副部队长。
李中华， 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原副

部长。
何祥美， ７３６５３ 部队原某分队分队

长。
冷鹏飞， 原 ８１０３２ 部队副军职调研

员。
林永年 ， 军 委 办 公 厅 某 单 位 研 究

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蒋佳冀， ９５４７８ 部队部队长。
景海鹏， 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

天员。
程开甲， 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正军

职常任委员、 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谭清泉， 原 ９６３０１ 部队装备部技术

处高级工程师。
戴明盟， ９２１９８ 部队部队长。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国办印发《意见》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近日， 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 （以下简

称 《意见》）。
《意见》 指出， 要坚持保供给与保

环境并重， 坚持政府支持、 企业主体、
市场化运作的方针， 坚持源头减量、 过

程控制、 末端利用的治理路径， 以畜牧

大县和规模养殖场为重点， 以农用有机

肥和农村能源为主要利用方向， 健全制

度体系 ， 强化责任落实 ， 完善 扶 持 政

策， 严格执法监管， 加强科技支撑， 强

化装备保障， 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有力支撑。
《意见》 提出， 到 2020 年， 建立

科学规范、 权责清晰、 约束有力的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制度， 构建种养

循环发展机制， 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 75%以上 ， 规模养殖场粪 污 处

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 、 大

规模养殖场提前一年达到 100%。 畜牧

大县、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农业可持

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率

先实现上述目标。
《意见》 明确， 一要严格落实畜禽

规模养殖环评制度， 规范环评内容和要

求。 二要完善畜禽养殖污染监管制度，
建立畜禽规模养殖场直连直报 信 息 系

统， 构建统一管理、 分级使用、 共享直

联的管理平台。 三要建立属地管理责任

制度，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

内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负

总责。 四要落实规模养殖场主体责任制

度， 确保粪污资源化利用。 五要健全绩

效评价考核制度， 农业部、 环境保护部

联合制定具体考核办法， 对各省 （区、
市） 人民政府开展考核。 六要构建种养

循环发展机制， 实行以地定畜， 确保畜

禽粪肥科学合理施用， 鼓励沼液和经无

害化处理的畜禽养殖废水还田利用。
《意见》 强调， 各地区、 各部门要

按照职责分工， 加大工作力度， 完善落

实好各项保障措施 ， 加强财税 政 策 支

持， 统筹解决用地用电问题， 加快畜牧

业转型升级， 加强科技装备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