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招专科批次录取控分线：143分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记者昨天

从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获悉， 今年上海高

招高职 （专科） 志愿填报从 8 月 2 日 9
时开始 ， 至 8 月 4 日 14 时准时 结 束 。
根据公布的计划数和填报高职 （专科）
考生人数情况 ， 经审定 ， 2017 年上海

市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阶段高职 （专
科） 批次文化考试 （语、 数、 外三门科

目成绩总和， 满分为 450 分） 录取控制

分数线为 143 分。
根据教育部 关 于 艺 术 类 专 业 高 职

（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不低于高职（专

科） 录取控制分数线 70%的规定，2017
年上海市艺术类专业高职（专科）文化考

试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100 分。
高职（专科）提前批次、艺术类批次

将于今天开始录取 ，8 月 7 日 22 时前 ，

市教育考试院开通高职 （专科） 提前批

次、艺术类批次录取结果查询；8 月 9 日

22 时前，公布高职（专科）普通批次控制

线上平行志愿投档各院校投档分数线及

高职（专科）普通批次平行志愿“加分投

档”各院校投档分数线；8 月 11 日 22 时

前，开通高职（专科）普通批次控制线上

平行志愿投档、 加分投档等录取结果查

询，并于 8 月 12 日 9 时前公布高职（专

科）批次招生院校缺额计划数、高职（专

科） 征求志愿填报控制分数线以及线上

未录取考生成绩分布情况；8 月 12 日 13
时至 8 月 13 日 13 时，填报高职（专科）
征求志愿；8 月 14 日，公布高职 （专科 ）
批次征求志愿各院校投档分数线 ，8 月

14 日 22 时前，开通高职（专科 ）批次征

求志愿录取结果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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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取消严重超载车辆进厂资格

公安交警深入客货企业开展安全检查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通讯员梅文
婷）让一辆不安全的货运车辆、客运车辆

或者危化品运输车辆上路， 就宛如在道

路上放置了一个 “移动的定时炸弹”，埋
下道路交通安全的极大隐患。 记者昨天

获悉，从今年 4 月中旬开始，宝山公安交

警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宝剑一号”货运车

辆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
在厂区出车的源头， 宝山交警和辖

区 83 家货物运输装点的负责人逐一签

订 《宝山区仓库、 码头等货物运输装点

拒绝超载装运暨遵法守法自律承诺书》，
明确“对吊装、灌装及运输车辆作业必须

严格按照车辆核定载质量进行” 等告知

内容。 今年 6 月，4 辆平板车超载 100%
装载钢卷的行为被交警查处后向企业通

报，宝钢根据公司相关规定，对在该超载

事件中的相关人员分别作出了减发业绩

工资 500 元到 2000 元的处理意见，并对

4 辆被查扣的严重超载车辆， 永久取消

总部厂区进厂资格。
据悉，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日前

组织多路检查组 ， 重点对客货 运 输 企

业、 交通事故多发路段以及公安道口检

查站开展检查， 旨在进一步加大力度推

进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工作。

小陆家嘴旅游大巴首迎固定泊位
本报讯 （通讯员丁宏奇 记者张晓

鸣） 小陆家嘴区域缺少旅游大巴固定停

车泊位的情况， 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来沪

旅游团队的大巴司机们， 也给城市区域

交通管理出了一道难题 。 记者 昨 天 获

悉， 浦东新区商务委会同浦东交警等职

能部门通力合作， 助小陆家嘴旅游大巴

告别 “游击战”。
由于历史原因，小陆家嘴区域始终缺

少一个供旅游大巴停放的专用停车场点。
受高度限制，旅游大巴也无法进入地下车

库停放。 今年 4 月初起，各方多次现场办

公，形成了解决方案。 东昌路（东泰路-浦

明路）机动车停放点被确定为旅游大巴专

用停放点。 原有 50 只小轿车泊位被改造

成 21 只旅游大巴泊位。同时，设置丰和路

（东方明珠电视塔）、东园路（海洋水族馆）

两处旅游大巴临时上下客站点。
浦东交警支队第一责任区大队教导

员张青表示， 21 只泊位看似不多 ， 但

从旅游大巴周转率上看， 对破解区域内

大巴停车难困境， 将发挥出相当大的作

用。 据测算， 一般旅游大巴的停放时间

在 1.5 小时左右 ， 以每天 7 时至 23 时

管理时段计 ， 21 只 泊 位 每 天 可 为 120
余辆次旅游大巴提供停放服务。

大队方面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

系， 谋划长效管理措施。 在延安东路隧

道、 人民路隧道等过江设施出口处及东

方明珠、 金茂大厦等主要景点周边增设

停车泊位信息指引， 对进入小陆家嘴区

域且有停车需求的旅游客车驾驶员提供

明确的实时停车信息， 最大限度提高停

车资源利用率。

暴雨大风齐上，申城短暂降温
本报讯 （记者张懿 顾一琼 通讯

员高磊） 一场大雨把上海昨天的高温

全面压制， 徐家汇最高仅 32.3℃。 不

过短时强降水也考验了市区的排水系

统， 部分区域出现短暂积水。
受强对流云团影响， 昨天中午之

前本市雷电、 暴雨、 大风预警 “三黄”
高挂 。 全天雨量最集中的是嘉 定 镇 ，
降水量超过 80 毫米。 市区多地雨量达

到大雨程度， 其中人民广场周边一度

遭遇了每小时 40 毫米以上的暴雨。 由

于人民广场下沉式广场地下通道是周

边地势的最低点， 外部排水能力有限，
这场暴雨在 10 时 30 分许致使地下通

道出现积水， 最深处没过脚踝。
接到积水险情后， 黄浦区防汛办

立即调集市政养护、 凌锐公司抢险队、
街道物业抢险队赶赴现场抢险， 至上

午 11 时 30 分全部排除积水。 黄浦区

防汛部门目前正在加紧检查周边区域。
大雨的雨势一直持续到下午， 导

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本该是全

天最热时段的下午 1 点半左右， 最终

却几乎成为全天最冷的时刻 。 当 时 ，
市区几乎全都只有 28℃左右。

昨晚发布的预报显示， 上海今天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下午

到傍晚转多云， 西北风 3-4 级。 今天

最高气温 34℃至 35℃， 最低气温 28℃
左右。

下周初， 上海又会遭遇高温与午

后对流天气的夹击， 在防暑降温的同

时， 也要注意防范短时阵雨或雷雨。
9 日前后 ， 受暖湿气流和弱冷空

气扩散共同影响， 本市会有一次明显

降雨天气过程， 气温会稍有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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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母乳库已获捐母乳近百万毫升
本报讯 （记者陈青）昨天上午，北

京、上海、广州三地的一批医学专家、志

愿者同时启动“一分钟哺喂”集体快闪活

动， 以此为今年的世界母乳喂养宣传周

拉开帷幕。记者从现场获悉，上海首家母

乳库运行一年来， 已有 400 多位爱心妈

妈参加志愿母乳捐献， 累计捐献母乳合

计近百万毫升。
在此次母乳喂养快闪公益活动中，

妈妈们以集体哺乳的方式呼吁大众关注

母乳喂养， 同时呼吁在更多公共场所建

立母婴室，全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
国家疾控中心营养与慢病调查的监

测数据显示， 中国婴儿出生后 6 个月内

纯 母 乳 喂 养 率 仅 为 20.8% ， 远 低 于 约

38%的世界平均水平。 国际权威医学杂

志《柳叶刀》指出，母乳喂养在健康和经

济方面益处巨大，可以减少母亲患乳腺癌

和卵巢癌的危险，在为全球经济带来数千

亿美元增长的同时，还可减少医疗卫生费

用支出。 大多数国家都倡导，在孩子生命

最初 6 个月内， 应对其进行纯母乳喂养，
不喂母乳之外的水、液体或食物。

去年成立的上海市儿童医院母乳库

是本市首家母乳库， 也是本市加强公共

卫 生 体 系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5-
2017 年） 示范项目———“多学科合作的

高危儿综合管理”项目的内容之一。市儿

童医院母乳库负责人、 消化科主任医师

张婷介绍， 现有 400 多位爱心妈妈参加

了志愿母乳捐献， 其中现场捐奶量累计

超过 14 万毫升，向母乳库捐献“冻奶”84
万余毫升，合计近百万毫升，已有 158 名

危重症新生儿及早产儿获益。
据悉，母乳库运行以来，该院新生儿

科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发病率大

大降低， 新生儿科的亲母母乳喂养率也

显著提高至 100%， 其中半数的早产儿

使用亲母母乳进行喂养。
目前， 母乳库的日常运行成本主要

由医院和 “上海市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

划项目” 资金承担， 每毫升母乳成本是

0.74-0.94 元， 每年成本在 70-90 万元。
有专家建议， 参考血库的质控标准和运

行模式，适当收取一些费用。

落后的申花真像一支强队
1比 1战平长春，又是补时阶段进球改写比分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申花将在主场不

敌长春亚泰时， 球队再次用一粒补时阶

段的进球诠释了永不放弃的精 神 和 斗

志。 王林的传中和金基熙的头球把处于

失败边缘的申花队拉了回来， 在昨晚举

行的中超第 20 轮比赛中以 1 比 1 战平

亚泰。
本赛季至今， 申花已多次上演在比

赛最后阶段获得进球改写结果的好戏：

上一轮主场对阵华夏幸福， 申花在上半

时就两球落后的情况下， 硬是在下半时

由莫雷诺和马丁斯连扳三球上 演 大 逆

转；第 16 轮客场对阵江苏苏宁，球队凭

借莫雷诺在第 82 分钟和 94 分钟的梅开

二度 2 比 2 逼平对手；再追溯得远一些，
第 5 轮客场同样面对长春， 球队也是在

第 88 分钟凭借莫雷诺的“绝杀”进球击

败了对手。虽然从积分榜看，申花似乎算

不上是一支一流强队， 但在精神斗志方

面，球队却令人印象深刻。

申花昨晚的首发又令所有人大吃一

惊，曹赟定、莫雷诺和孙世林等主力球员

都坐在了替补席上， 直到下半时开始后

他们三人才陆续上场。 并不是波耶特不

想赢球 ， 而是乌拉圭教头实在 没 有 办

法———算上昨晚这场中超， 申花队将在

15 天内连续进行五场比赛，接下来的四

个对手先后是贵州智诚、山东鲁能、上海

申鑫（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以及广州恒

大。在赛程如此密集的情况下，波耶特只

能靠轮换见缝插针地让队员获得休息。

“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的比赛我们

很不走运， 特维斯获得了好几次不错的

机会，哪怕只把握住一次，我们最终就有

可能赢得胜利。”波耶特赛后也专程解释

了自己的轮换策略，“虽然没能赢球，但

通过这场比赛， 我也获得了非常多的信

息，知道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在天气

如此炎热的情况下， 每场比赛让哪些球

员休息、哪些球员上场，这非常重要。 ”
在魔鬼天气和魔鬼赛程的双重压力

之下， 申花的精神力或许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球队可以获得怎样的成绩。“只要

上场，我就会全力以赴地去拼。 ”在补时

阶段完成进球的韩国中卫金基熙表示，
“比赛非常困难， 我获得了进球当然开

心，但对于没能赢球还是有些失望。但请

球迷们放心，在终场哨响之前，申花的每

一名球员都不会放弃。 ”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创作出优秀文艺作品回应人民
对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

（上接第一版）

牢固树立“四个自信”，以
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

源。”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切启

发着上海的文艺工作者。
上海市文联主席施大畏认为， 要认

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

的眼光”把握文艺创作中所面临的问题。
施大畏说， 文艺工作者们必须高度重视

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建立并巩固

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对内，这有助

于我们体会自己从哪儿来，该到哪儿去；
对外， 这有助于艺术家自信地与世界对

话。中国梦、民族魂、人民性，应当成为所

有创作的起点。 近两年，上海把“中华创

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 作为

重点工程和主要举措， 全面推进至各艺

术门类，并拓展到学术研究、教育传播等

领域。在施大畏看来，以神话溯源中华文

明 ，将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引为创作宗旨，其

实就是在传承中为中华民族塑魂铸魂。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 我

们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 踏上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让中华民族以

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迈向新征程， 使命更艰巨。
近年来， 世界对中国故事的期望值

越来越高。无论是上海芭蕾舞团的《花样

年华》，还是上海歌剧院的《雷雨》，抑或

上海交响乐团的《梁祝》《北平胡同》等作

品，都让上海艺术家“走出去”的步伐越

来越坚定。同时，上海将利用国际化大都

市对外交流的优势， 继续搭建更为宽广

的文学交流平台， 不断向外推介上海作

家、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且吸引海外作家

关注上海，关注中国。

阅读建筑，播撒城市文脉的种子
（上接第一版）经过多年持续开展的保护

工作， 目前全市划定了 44 个历史风貌

保护区， 总面积 41 平方公里， 确定了

5 批共 1058 处优秀历史建筑。 今年初，
上海还开展了中心城区 50 年以上历史

建筑的全面普查。 普查发现， 上海外环

内现存 50 年以上历史建筑约 31520 栋，
建筑面积约 2559 万平方米。

为了提高公众对于历史建筑保护的

认识， 形成更多共识， 不少建筑学界人

士开始向公众推介一个全新的概念： 建

成遗产。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院长李振

宇介绍， “建成遗产” 是国际文化遗产

界惯常使用的一个概念， 泛指以建造方

式形成的文化遗产， 除了建筑遗产， 还

包括城市遗产和景观遗产。 不难发现，
比起建筑遗产， “建成遗产” 在空间范

围上更广， 指的是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

城乡建成区及其景观要素， 除了建筑，
城市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和乡村中的传统

聚落都被包括在内。

在 “续写故事 ”的人心中
埋下一颗种子

同济建筑城规学院的教授们时常感

慨： 如果完全按照城市规划的一整套教

材和原理去教学生，时间长了，学生们可

能会觉得， 对任何一个城市进行方案规

划设计，“手势”大概是差不多的。
其实不然。 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

精神气质， 这一点理应在做城市规划设

计时被更多关注。 这就是伍江在八年前

主张为本科生开设《城市阅读》课程的原

因：他们很有可能是未来为城市建筑“续
写故事”的人，要预先在这些年轻人心中

埋下一颗“承前启后、与古为新”的种子。
伍江认为， 应让学生在接触城市规

划专业之初就意识到，每个城市如同不一

样的人，拥有自己的生命、个性和灵魂，城
市的更新发展与历史文脉、文化记忆的传

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样重要。“今后

的人们如何读城市里的建筑，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今天我们的传承和创造。 ”

昨天的大雨虽然给出行者带来不便，但总算给申城带来一阵清凉。图/东方 IC

申城动植物园“夜趣”十足
带孩子观察认识夜间自然生物成为很多家庭过暑假的热门选项

蛞蝓取食蘑菇，萤火虫星星点点自

带绿光起舞，昼伏夜出的中华大蟾蜍在

草丛捉食蜗牛，含羞草收起叶片，睡莲

闭上花苞温柔“入眠”，散发着浓香的晚

饭花越夜越舒展……你知道吗，夜幕降

临，华灯初上，在草丛里、大树上、树林

间、池塘里，一些夜行性动物和夜间活

跃的植物才刚刚开始它们的“夜生活”。
今年夏季，上海各大植物园和动物

园的夜游科普项目火爆，几乎所有名额

一挂出即被“秒抢”。参加的孩子中最小

的只有 4 岁，大的已上初中。 陪同的家

长们也很兴奋，对自然充满好奇。
在酷暑燥热逐渐消退的晚间， 带

孩子到动植物园观察认识自然生物正

逐 渐 成 为 申 城 家 庭 过 暑 假 的 “必 选

项”。 这些夜间自然导赏、 科普活动也

成为孩子们亲近自然、 建立完善自然

观的平台。

地毯式搜寻自然界的
“夜班族”

7 月 15 日晚上 7 点， 上海植物园

植物大楼报告厅座无虚席， 都是来参

加 “暗访夜精灵” 夏夜自然观察活动

的亲子家庭。 植物园科普人员郭江莉

正给孩子和家长讲解那些 “上 夜 班 ”
的动植物： “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动物

是夜行性或在夜间具有敏捷行动力的。
它们有些是为了躲避白天的高温； 有

些是为了躲避捕食者， 并捕捉自己的

猎物； 有些是因为白天的竞争太激烈，
为了生存而选择晚上行动。”

孩子们听得仔细， 时而好奇地问

“动物晚上看得见吗 ” “不怕 被 吃 掉

吗” “它们跑得快吗”， 郭江莉耐心解

释： “夜行性动物几乎都有良好的夜

视能力， 以及敏锐的嗅觉、 听觉和其

他感觉。 作为捕食者， 它们行动很安

静 ， 而 为 了 不 被 捕 食 ， 行 动 也 很 迅

速。”
接 下 来 的 重 头 戏 最 让 孩 子 兴

奋———到夜间的园林里探寻观察。 科

普老师和自然导赏志愿者带着孩子和

家长按不同路线进行地毯式探寻， 观

察分析在夜间具有明显特征的植物和

夜间活跃的动物 ， 分析它们的 活 动 、
行为和特征等。

上海植物园经营策划科科长赵莺

莺介绍， 夜间寻访路线都是专门设计

的， 组合树林、 池塘、 道路、 灌木丛

等不同生境， 让小朋友看到尽可能多

的夜间活跃生物， “每次大概能碰上

50 多种大小动物”。

让孩子从不同侧面亲近动物

上海动物园科教馆， 晚间闭园后

也是一派热闹。 在园方举办的 “动物

奇妙夜” 活动上， 科普老师及自然导

赏志愿者给 22 名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

介绍园里的龟 、 蛇及蜥蜴等小 动 物 ，
讲解它们的来源和生活习性等 知 识 。
随后， 带孩子和家长去静静地观察夜

幕中动物们的 “夜生活”， 学习爱护动

物的知识。
“巴西龟是一种危险的外来入侵

物种， 千万不能随便放生， 它会严重

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当然， 如果正在

养， 也不要轻易弃养， 可以送到动物

园来。” 科普老师程翊欣对小朋友们循

循教导。 一圈下来， 孩子们见到了貉、
果子狸、 猫头鹰、 蝙蝠等白天躲在树

林或饲养室深处的动物， 背后的故事

也让他们从不同侧面认识、 亲近动物。
上 海 野 生 动 物 园 今 年 也 举 办 了

“夜游野生动物园” 的夜间探营活动。
科普讲解员带着小朋友和家长游赏夜

间动物园， 认识夜间活跃的小动物们。
在共青森林公园， 今年的 “森林科学

营地” 活动已办到第三届， 多场 “夜

森林探秘” 活动带着孩子进入夜晚的

森林 ， 近距离观察童话般的萤 火 虫 、
“神出鬼没 ” 的少棘蜈蚣 、 “耀 武 扬

威” 的巨锯锹甲等等。 辰山植物园的

“辰山奇妙夜” 暑期夏令营同样火爆，
孩子们夜探植物温室， 在一万多种植

物和大量小动物的自然世界里观察月

光下的生物。

夜游项目扩容， 走进社
区和学校

上海植物园的“暗访夜精灵”今年

已 是 第 九 届 ， 约 有 2400 个 亲 子 家 庭

4000 余人参加，数量比去年翻倍。 从去

年起，“暗访夜精灵” 已走出植物园，推
出 “社区版”———植物园科普专家和自

然导赏志愿者到徐汇、静安、黄浦和浦

东等区的多个社区，带小朋友在自己的

生活环境中探寻夜间生物。今年，“社区

版”还在继续，“学校版”又将推出。赵莺

莺介绍，所有夜间游赏名额一推出就被

“秒杀”。 记者了解到，其他公园的夜游

项目也同样深受市民欢迎。
一位参加的家长说：“孩子很喜欢

小动物，但书本是‘平’的，视频里的又

不能亲近。 有科普老师带着去认识，现
场听讲解，效果肯定不一样。 小家伙今

晚最想认识刺猬，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

用回到自然界，他很兴奋。”这说出了很

多家长的心声：让孩子在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近距离亲近自然。这也是夜游活动

持续“升温”的主要原因。
IT 白领季宇超在很多公园绿地和

农场做自然导赏志愿者，他说：“夜游导

赏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建立孩子的自然

观。 孩子观察和现场讨论后，对动植物

的印象和感情都会更深刻。 ”
不仅是孩子兴奋， 家长也很 “欢

快”。 季宇超说：“现在孩子的家长大多

是‘70 后’‘80 后’，他们也很喜欢接触

大自然。”很多时候，孩子们兴奋地又跑

又叫，倒是家长们一路围着季宇超问东

问西，和孩子一样好奇。

■本报记者 李静

申城夏夜乐趣

孩子们在晚

间的上海植物园

观察水中生物。
（上海植物

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