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通长江大桥29号墩承台浇筑完成
创造我国建桥史上混凝土单次连续浇筑最大方量纪录

本报武汉 12 月 2 日专电 （驻鄂记

者钱忠军 通 讯 员周建青 李伟 ） 12
月 1 日 16 时 ， 经 过 中 国 中 铁 大 桥 局

400 多名建设者 100 小时的连续奋战 ，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 超 大 体

积承台———沪通长江大桥 29 号墩承台

第 二 次 27800 立 方 米 混 凝 土 圆 满 浇 筑

完成 ， 创造了我国建桥史上混 凝 土 单

次连续浇筑最大方量纪录 ， 标 志 着 该

主塔墩施工又向前迈出了更为 坚 实 的

一步。
沪通长江 大 桥 是 新 建 沪 通 铁 路 的

关键性和控制性工程， 大桥全长 11072
米 ， 为四线铁路 、 六车道高速 公 路 合

建桥梁 。 其中主航道桥采用双 塔 三 索

面 斜 拉 桥 方 案 ， 全 长 2300 米 ， 主 跨

1092 米； 主塔采用钻石型混凝土结构，

塔高 325 米 ， 是 世 界 最 大 跨 度 公 铁 两

用斜拉桥。
中铁大桥局相关负责人 12 月 2 日

在武汉介绍， 29 号墩承台平面尺寸为

83.9 米×55.7 米 ， 相 当 于 12 个 篮 球 场

面积大小 ， 承台高 9 米 ， 需钢 筋 总 量

7420 吨 ， 混 凝 土 总 量 42900 立 方 米 ，
具有施工体量大、 时间紧、 任务重的特

点 。 根据施工安排 ， 该承台分 两 次 施

工 ， 第 一 层 浇 筑 高 度 3.3 米 ， 混 凝 土

15100 立方米； 第二次浇筑高度 5.7 米，
混凝土 27800 立方米。

今年 11 月 9 日，在完成承台第一次

混凝土浇筑后， 施工人员及时总结施工

经验，部署第二次混凝土浇筑准备工作，
通过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从人员安排、
物资准备、 设备维修等多个环节充分考

虑，保证 29 号墩承台第二次混凝土浇筑

顺利完成。
据介绍， 在浇筑过程中施工人员将

承台作业面分为 4 个作业区， 布设 8 个

浇筑点， 安排 2 艘水上混凝土拌和船和

1 个水上固定混凝土拌和站共 8 条线路

24 小时不间断供应混凝土。 还针对早晚

温差大，温度变化快的气候特点，施工人

员采取降低入模温度、分层浇筑、设置冷

却水管、蓄水保温覆盖养护等措施，确保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质量。
据了解，沪通长江大桥 29 号墩承台

施工完成后，将转入主塔施工阶段，进而

为大桥建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该桥建

成后，对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运输结构，
提高过江通道运输能力和促进长三角经

济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拔尖计划”试点9年培养4500毕业生
本报西安 12 月 2 日专电 （驻陕记

者韩宏 通讯员毕晓楠 石桥） 由教育

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以
下简称 “拔尖计划”） 工作组主办、 西安

交通大学承办的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试验计划2017 年度学术研讨会” 日前

举行， 会上传出消息， “拔尖计划” 试

点 9 年来， 已在 20 所高校培养了 4500
余名毕业生。 下一阶段， 我国将继续优

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 谋 划 实 施

“拔尖计划” 2.0 版。
来自全国 20 所 参 与 “拔 尖 计 划 ”

的高校、 “双一流” 36 所 A 类高校等

专家教授 130 余人日前汇聚西安， 共话

拔 尖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新 模 式 ， 并 围 绕

“拔尖计划 ” 2.0 版方案的制定 ， 以 及

“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参与计划学校的

范围或者专业是否需要调整” 等问题展

开讨论。
据了解，从 2009 年试点以来，“拔尖

计划” 共培养本科生 8700 余名， 其中

4500 余名已经毕业。 前 4 届毕业生中，
96%的学生继续攻读研究生， 这其中 ，
65%的学生进入了排名前 100 的国际知

名大学深造，10%的学生进入了排名前

10 的世界顶尖大学深造。
“拔尖计划”是教育部为培育 21 世纪

杰出科学家而出台的一项培养计划， 由教

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于2009 年启动实

施。首批入选高校包括北京大学、西安交大

等 11 所，后来扩展为20 所。

■本报记者 叶志明 王星

哈巴雪山脚下种起了“摇钱树”
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的哈巴

村， 位于海拔 5396 米的哈巴雪山西面

山脚下。 作为云南省境内唯一一座允

许攀登的 5000 米级雪山， 哈巴雪山是

登山界公认的初等入门级登山训练地。
每逢冬夏两季， 便会有登山爱好者慕

名而来 ， 从这里开启对高山的 挑 战 。
当地一些村民， 也 “靠山吃山”， 经营

一些与登山有关的小生意。
然而， 间歇性的客源无法带动藏

在深谷中的哈巴村脱贫致富。 散居着

纳西、 回、 彝、 汉和傈僳等 5 个民族

的哈巴村， 多数村民还生活在贫困线

下。 改变， 出现在他们种上了 “摇钱

树” ———花椒树之后。 这几年， 在上

海援滇干部和资金的帮扶下， 哈巴村

的花椒种植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 面

对记者来访， 三坝乡乡长和丽华很是

自豪：“再过一个多月， 哈巴村就将整

体脱贫摘帽！”

从“反复砍”到“抢着种”
俄自里村民小组， 是哈巴村 18 个

村民小组中的一个。 在村民阮林家的

后院 ， 有着一 棵 树 龄 70 多 年 的 花 椒

树。 站在这棵老树下， 茂密的枝桠和

树叶几乎将阳光完全阻隔。 阮林告诉

记者， 今年夏天， 他们从这棵树上摘

下了 40 多公斤 青 花 椒 ， 按 照 每 公 斤

95 元的收购价， 光是这一棵树， 产值

就突破了 4000 元。 算上他们两年前在

自家地里栽下的另外几亩花椒树， 今

年一年仅花椒的收入就超过了 1.5 万

元， 再加上原本种玉米、 养猪以及上

海援滇资金给到的产业补贴， 不仅全

家都脱了贫， 院子里还盖上了一栋红

色的两层新房。
可谁又曾想到，守着这样一棵“摇

钱树”的阮林，就在十多年前还对这棵

树砍了又砍。 “以前不知道花椒可以卖

钱，我们还嫌它长得太茂密，要常常砍

掉它的树枝，砍了又长，长了再砍。直到

有一年，有外地商贩上门收购，我们才

意识到它的价值。 ”阮林说。
村里第一个 “吃 螃 蟹 ” 的 村 民 ，

是如今的俄自里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

庞向忠。 2004 年， 去山外走了一圈的

他在了解到花椒的市场价后， 回村召

集了十多户村民 ， 开始种植花 椒 树 。
翠绿色的花椒树林， 渐渐在哈巴雪山

脚下蔓延开来 。 很快 ， 庞向忠 发 现 ，
可能是由于哈巴雪山边特定的 海 拔 、
气候及水土条件， 种下的花椒树堪比

“万年青”， 不仅不掉叶， 不用过多打

理， 而且结出的花椒果实色泽艳、 颗

粒大、 麻味醇， 相对应的收购价也比

普通花椒来得高。 庞向忠种下的花椒

树面积， 也从起初的两三亩逐渐发展

到如今的十多亩。
在庞向忠的示范带动下， 其他村

民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栽下了一株

株花椒树。 近年来， 由于花椒价格持

续上涨， 村民的收入也不断增加。 大

家从原先的不敢种， 变成了现在的抢

着种。 而随着花椒树越栽越多， “种

椒能人” 庞向忠在村民心中的地位也

越来越高。 2014 年， 他被大家推选为

俄自里村民小组的党支部书记。 随即，
村里的花椒合作社也应运而生。

“种椒大户”年收入突破十万

去年， 来自上海闵行区的援滇干

部又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好消息。 对口

援建香格里拉市的闵行区， 决定出资

帮助哈巴村建设 1000 亩花椒种植示范

基地， 通过给予种花椒的村民一定的

经济补贴， 让他们安心栽种， 打消后

顾之忧。 这下， 主动要求种花椒的村

民更多了。
记者在群山环绕下的山坳里看到，

如今俄自里村民小组的房前屋后， 但

凡有空地， 都已经被绿油油的花椒树

占据。 今年七八月的花椒采摘季， 忙

不过来的村民们 ， 还从邻近的 维 西 、
剑川等县请来打工者， 帮忙采摘花椒。
摘下的花椒交由花椒合作社统一收购

后发往昭通的花椒集散市场进行深加

工。 庞向忠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由于

当地花椒质量较好， 今年村合作社给

出的收购价已由去年的每公斤 90 元上

涨到了 95 元， 而他们家的年收入也因

为种植花椒再次突破了 10 万元大关。
据和丽华介绍， 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 整个哈巴村的花椒种植面积已近

2 万 亩 ， 年 产 值 约 800 万 元 。 花 椒 ，
成 了 哈 巴 村 名 副 其 实 的 支 柱 产 业 。
“我们把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地结

合起来， 把脱贫攻坚过程变成乡村振

兴的过程， 通过乡村振兴来检验脱贫

的成效。” 和丽华说。
俄自里村民小组的 71 户村民，现

在统统种上了花椒树，其中 6 户贫困村

民，很快就将摘掉“贫困帽”。 看着哈巴

雪山前新栽下的“摇钱树”，庞向忠的心

里又有了新想法：“等过一阵这些花椒

树长大成林， 我们就再发展些林下养

殖，在花椒树下种点黑莓草之类，把老

百姓养殖牲畜所需的牧草饲料也一起

解决了。 乡村振兴了，大家的日子肯定

越过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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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墨为祖国山河立传
李可染最后十年作品亮相国博

本报北京 12 月 2 日专电 （驻京记

者周渊） 今年适逢李可染先生诞辰 110
周年，由国家博物院、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央美院等联合主办的展览日前在国博

开幕。
展览以“墨天神境”为题，共展出李

可染先生 1979 至 1989 年间创作的绘画

及书法作品 162 幅。展览分为两部分，第
一部分展出绘画作品 68 幅，包括李可染

晚年集其大成的山水画、人物画创作等；
第二部分则汇集了 94 幅书法作 品 ，如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为祖国山水立

传”等，是迄今为止李可染书法的最大规

模集中展示。 “墨天神境”体现了李可染

晚年的艺术主张和笔墨成就。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表示， 李可

染的艺术人生轨迹， 始终紧紧围绕文化

和民族复兴，“他在‘为祖国山河立传’的
努力中， 探寻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笔墨语

言，其中最难得的就是‘苦学’，也就是他

所倡导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而李

可染“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是 1979 年

到 1989 年，在这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建

构了“李家山水”的基本格局，将中国山

水画引领到新高度、新境界的同时，也挽

回了晚清以来中国山水画发展颓势。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

李可染创作于 1982 年的 《无尽江山入画图》。 （国家博物馆供图）

宁夏彭阳县发现商周遗址
是近年来商周考古重大发现 专家推断墓葬系诸侯级别

据新华社银川 12 月 2 日电 （记

者于瑶 许晋豫）记者从 1 日召开的宁

夏彭阳县新集乡姚河塬商周遗址专家

论证会上获悉， 考古人员今年在彭阳

县红河流域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过

程中发现了姚河塬商周遗址。 从遗址

规模、墓葬等级 、铸铜作坊看 ，专家推

断遗址发掘的大墓系诸侯级别。
1 日，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

位的 8 名考古专家来到姚河塬商周遗

址考古发掘现场论证， 认为遗址的发

掘 是 近 年 来 商 周 考 古 的 重 大 发 现 之

一，对研究先周文化的起源和形成，西

周王朝建立后对西部边缘地区控制管

理模式等具有重要价值。
姚河塬商周遗址考古队队长马强

说 ，遗址面积 62 万平方米 ，经考古钻

探发现有墓葬 、马坑 、车马坑 、祭祀遗

址、铸铜作坊、池渠系统、路网等遗迹。
从出土的陶片、青铜车马器等判断，该

遗址从商代晚期延续到西周中期。
记者在遗址北侧的墓葬区看到 ，

两座马坑和一座车马坑并列分布 ，陪

葬马尸骨完整，陪葬马车轮廓清晰。 紧

邻的甲字形大墓墓室内棺椁已腐朽 ，
但陪葬的马车器具相对完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

说， 虽然目前尚无铭文证明大墓主人

是否为诸侯， 但西周早期带有墓道的

墓葬一般为诸侯级别， 姚河塬商周遗

址的发现也说明当时的宁夏已被纳入

西周势力范围。
据了解， 目前该遗址已发掘墓葬

10 座，分为大、中、小三种，其中甲字形

大墓 6 座，竖穴土坑中型墓 2 座，小型

墓 2 座。 大墓出土青铜车器有轭、衡末

饰、轴、毂、伏兔等，另有玉璧、骨梳、蚌

器等；中型墓葬有棺椁 、腰坑殉狗 ，出

土鼎、觯、泡等青铜容器残件 ，鱼 、蝉 、
螳螂等玉器以及绿松石、玛瑙珠等。 3
座马坑均为竖穴土坑， 马坑和墓葬呈

刀把形葬制， 目前在西周考古中仅见

于姚河塬商周遗址。

在宁夏彭阳县姚河塬商周遗址发掘现场拍摄的马坑。 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

中国歌剧需从时代土壤提取文化基因
(上接第一版 )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满新

颖说 ， 时至今日 ， 以往的民族 化 创 作

手法是否还能适应新一代观众的审美，
的确需要重新考量 ， 但这并不 意 味 着

我们应该放弃过去的宝贵经验 。 所 谓

本土化 ， 归根到底是要沉入生 活 ， 呼

应大众情感 ， 然后从时代的土 壤 中 提

取 艺 术 的 DNA。 他 以 《 白 毛 女 》 中

《小白菜》 的运用为例： 那种从裂缝里

出来的旋律和声音 ， 贴合人物 ， 贴 合

剧情 ， 与观众血脉相通 ， 因此 才 能 感

动我们。

瓦格纳和威尔第很伟大，
但中国观众有自己的需要

应该说， 几十年来， 中国歌剧界一

直没有中断新作品的创作， 特别是近年

来， 几乎每年都产出几十部， 展示了创

作者们在歌剧原创道路上的多元探索。
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 繁荣的中国

歌剧创作， 却没有在观众那里得到热烈

的反馈， 能够让观众口耳相传的唱段更

少。 原因何在？
有艺术家指出， 简单地向瓦格纳或

者威尔第看齐， 正越来越成为当下一些

歌剧作曲家的追求。 著名歌唱家魏松演

唱歌剧多年， 深切体会到不少中国歌剧

写得过于 “西化”。 著名歌唱家任桂珍

同样对此深有感触： “在中国歌剧界，
很多人都有 ‘西洋歌剧第一、 中国歌剧

第二’ 的看法。”
而事实是 ， 在 创 作 中 一 味 照 搬 西

方， 并不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偏好。 王

志达是华东师范大学歌剧方向的音乐教

育学博士， 也是眼下颇有人气的上海本

土美声流行组合 “力量之声” 的成员之

一。 他认为， 起源于西方的歌剧作为一

种音乐和戏剧相结合的产物， 天然依托

于西方古典音乐 ， 以和声和织 体 为 强

项， 但这并不是中国音乐的强项。 魏松

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西方观众喜欢听

和声、 配器之类复杂的部分， 而中国人

更偏爱旋律。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教授蒋一民则

从语言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语

言是以 ‘四声 ’ 和单音节为代 表 的 形

态， 这样的形态很难直接套用西方歌剧

的音乐语言”。 也就是说， 正如意大利

歌剧的音乐特点对应的是意大利语的发

音， 中国歌剧也需要找到适合汉语发音

特点的创作路径。 以前人们往往认为，
如何在行腔中保持汉语的韵味是演员应

该面对的问题， 但换个角度看， 创作环

节也应该积极创新。
在蒋一民等专家看来， 歌剧被视为

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担负着引领大

众审美趣味往更高层次提升的期待。 而

今天的观众已非几十年前可同日而语，
中国歌剧创作要取得突破性进展， 需要

从业人员在创作思路和知识结构等各个

环节上下功夫。 中国歌剧的繁荣发展，
将带动中国音乐创作整体的发展， 有利

于创作出时代的精品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