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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5第24061期公告
中奖号码：25070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4061期公告
中奖号码：250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超级大乐透第24027期公告
中奖号码：

08+09+16+22+23 07+09

一等奖 11 6990402元

一等奖（追加） 5 5592321元

二等奖 130 74810元

二等奖（追加） 57 59848元

三等奖 258 10000元

四等奖 1151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797510013.27元

体彩公报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全球扩建速度最
快的迪士尼乐园又有了新动向。距离“疯狂

动物城”主题园区投入运营仅3个月后，上海

迪士尼度假区昨天对外宣布，乐园内一个新

景点的前期建设准备工作已在近期开启，而

度假区的第三座迪士尼主题酒店也将进入主

体工程阶段。这些扩建动作充分印证了度假

区股东双方和管理层对中国市场一如既往的

信心。

自2016年6月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开幕以

来，上海迪士尼乐园已先后完成两个扩建项

目，包括于2018年4月开幕迎客的“迪士尼 ·

皮克斯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以及于2023

年12月启“城”的第二个全新主题园区“疯狂

动物城”。

根据华特迪士尼去年9月公布的计划，

将加速和扩大在主题乐园、体验与衍生商品

方面的投资，相关资本支出会在未来10年内

增加1倍，达到约600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

内容开发、园区扩建等。迪士尼体验主席戴

明哲此前也曾向记者表示，这一投资计划体

现着华特迪士尼对于体验板块的巨大信心。

而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扩建速度也足以证明：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光明前景。”

令人兴奋的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近期

又开启了乐园内一个新景点的前期建设准备

工作，这一独立主题的景点毗邻“疯狂动物

城”，目前处于初步规划阶段。随着未来工作

的推进，度假区双方股东和管理层将透露更

多项目进展情况。

与扩建乐园同步的是，上海迪士尼度假

区的第三座迪士尼主题酒店已在去年8月破

土动工，本周开发项目管理团队完成了该酒

店的桩基工作。这座拥有400间客房的全新

主题酒店坐落于星愿湖畔，毗邻上海迪士尼

乐园酒店，建成后将为游客提供更为丰富的

住宿选择。这些最新的扩建项目体现了上海

迪士尼度假区致力于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提供全新体验、打造适合多日游玩旅游目的

地的承诺。

度假区第三座主题酒店也将进入主体工程阶段

上海迪士尼又一新景点启动规划 本报讯 （记者单颖文）植树节来
临之际，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

会政策法规部及上海青浦、江苏吴江、

浙江嘉善三地检察机关组织下，50余

名志愿者昨天来到位于青浦区的“最

江南”公益诉讼实践创新基地碳汇林

片区，通过种植本土植物水杉参与生

态修复。

此次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已

将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列入立法计

划，推动公益司法保护“中国方案”法

制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是检察

公益诉讼制度最初确立的4个法定领

域之一。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创新

公益诉讼实践，以补植复绿、“碳汇”认

购、原生生境养护等方式强化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

青浦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植树活动所在地

为沪苏浙交界处的元荡区域，这里既

是上海首个公益诉讼实践创新基地，

也是长三角首个联合生态修复基地的

一部分。2022年基地启用后，针对

受损生态环境无法修复或无法完全修

复的情况，检察机关要求违法者在基

地内以设碳汇林、增殖放流、水中森

林、绿化养护、河道清洁等承担替代

性修复责任。较之传统的生态环境损

害惩罚性赔偿，这样的创新做法将以

最小司法成本维护公益，以更灵活方

式恢复生态，让更多“破坏者”变身

“修复者”。

此次植树志愿者来自长三角10余

家相关单位，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向

公众普及公益诉讼创新实践，展示长

三角地区检察机关跨界共治生态的最

新成果。

“碳汇”认购，也是民事公益诉讼

能动司法的新实践。黄浦区检察院检

察官昨天来到黄浦滨江，就某公司补

种树木和修复生态环境情况开展公益

诉讼“回头看”。一年多前，因周围树

木遮挡了景观视野，某餐厅擅自砍伐

了7株香樟树。检察机关启动民事公

益诉讼后，考虑到树木被砍伐到补栽

后生长至砍伐前的径级这一期间的生

态服务功能损失，除了要求涉案企业

补植复绿外，还推动其以购买“碳汇”

形式进行补偿，获得法院判决支持。

此次“回头看”显示，两家企业已通过

多种方式对损坏的绿化景观实施整体

优化修复。

另一起案例也值得一提。上周五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通过视频连线，

对金毛狗蕨回归福建原生生境的公益

诉讼开展“回头看”。金毛狗蕨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近

年来因其高颜值成为“网红植物”。然而，上海某花卉市场负

责人为牟取私利，让不法分子从福建野外盗挖金毛狗蕨后贩卖

至上海销售。由于上海气候条件并不适宜其生长，导致这一珍

贵物种受损严重。一年前，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与福建省漳州

市龙海区检察院联手，通过跨越千里的生态接力，将金毛狗蕨

“送回”原生生境。这也是民事公益诉讼领域首次将珍贵、濒

危野生植物送回原生生境进行保护的实践。此次“回头看”连

线中，检察官们欣喜地发现，“回家”后的金毛狗蕨生长茁

壮、新芽冒出，这场跨区域协作成功促进了野生植物生态资源

的原态恢复，也为以公益诉讼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生态保护探索

出新模式积累了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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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周、每周一集，纪录片《江海

遗珍 · 长江口二号》 上下集与观众完整

见面了。有纪录片爱好者感慨：很难想

象，这样一部“开盲盒”式的片子居然

拍出来了。

长江口二号古船，目前国内水下考古

发现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艘古代

木质帆船，而其整体打捞与保护工程，在

世界范围亦属极大规模。此次纪录片创作

之所以被称“开盲盒”——对一项全球首

创方案、志在赓续文脉的事业，从被记录

的考古人、科研人，到掌镜的纪录片人，

各方是否抱定长期主义，去蹚一条国内尚

没有人完成过的赛道。

《江海遗珍 · 长江口二号》算的从来

不是“小账”“经济账”或者一时的热

度，在SMG纪录片中心主任王立俊看

来，“它是切口独特的考古题材，是涉及

世界首创、中国原创、上海独创的科技题

材，更是能体现开放、创新、包容城市品

格的上海题材”——主创希望交出的是一

份为传承文脉、国际传播而壮大主流舆论

的答卷。

让沉船出海，也让考古人
“浮出水面”

长江口，水流急、回淤速度快、能见

度几乎为零。对一部旨在完整记录长江口

二号古船发现、打捞、保护与考古过程的

纪录片，如何让观众真正地“看见”古

船，是门学问。

该片制片人、总导演戴诚娴表示，视

觉上的创新是技术课题，团队在尝试多种

方案后决定从定格动画入手，呈现出了普

通三维动画难以企及的质感，生动再现古

代沙船和海上贸易的景象。

“更重要的也更能打动观众的，是真

实的历史与人。”戴诚娴说。为了寻找并

展现考古研究结论的“真”，纪录片人决

定通过考古团队的视角去拍，而非仅仅通

过历史素材去表现。于是，他们跟随研究

员们去往不同的高校、科研机构、档案

馆、博物馆、合作机构，钻进书籍、文献

和学术资料的世界，调研题材也从起初的

造船历史线、航运历史线、海上丝绸之路

线和历史人物线，渐渐延展出河口海岸

学、上海港发展史、陶瓷史研究等，整理

出110多篇专项调研报告。

随着调研深入，那些与时间“对

抗”、甘于寂寞的考古人的往事逐一浮出

水面。复旦大学的吴松弟教授，曾花近四

年时间，远赴美国寻找、整理，把哈佛大

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带回国内

出版；上海打捞局已故潜水员储永林，他

生前最后一次潜水，就是为长江口二号项

目进行探摸；福州市文物考古队的朱滨，

干水下考古物探工作20多年，中国水域

内的不少沉船都是他率先发现的……《江

海遗珍 · 长江口二号》 将他们的故事集

纳，跳出高冷的考古题材局限，折射出人的

温度与光辉。

以历史探寻增加文化自信，
以真实记录增强道路自信

纪录片上集，镜头跟随考古团队多方多

地求证，找到长江口二号古船是近代上海作

为东亚乃至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佐证；下

集完整记录了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水下考古工

作在零能见度的环境下取得的关键性技术突

破和成果。

主创们这样定义《江海遗珍 · 长江口二

号》 的创作：“以历史探寻增加文化自信，

以真实记录增强道路自信。”长江口二号项

目为全球开展河口海岸复杂浑水水域的水下

考古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树立了世界浑水水

下考古技术的新标杆，成为中国水下考古迈

入世界一流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举与上

海重视文化社会发展、增强文化自信的整体

氛围密不可分，也与上海2025年基本建成

世界一流航运中心的历史使命相呼应。

正因此，纪录片中不仅有水上作业“第一

现场”的全程跟拍，还将故事线延伸到了古船

迁移进入船坞后的保护与考古过程，将上海

老船厂工业遗产的故事，和长江口二号古船

安家的新故事结合起来。最终交付观众的，

既是一个记录古代沉船的历史故事，也是讲

述新时代考古研究者的治学故事，还是一个

关于上海领开放融合学术之风的人文故事。

未来，一座古船博物馆将在杨浦滨江上

海船厂旧址一号船坞建成，对市民开放。这

是上海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保护和创新性发

展，也是“让文物活起来”的有益尝试。据

悉，主创与美国国家地理等国际媒体沟

通，力争在现有的素材基础上打造一部国际

版，做好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项目的国际

传播工作。

纪录片《江海遗珍 ·长江口二号》主创揭秘——

这次“开盲盒”式创作，上海为什么能做

本报讯（记者史博臻）和风送暖，草木窜出新的枝丫，又到
春光明媚种树时。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本市除了传统的

种树活动之外，市民的“添绿”方式也更趋多样。

杨浦区黄兴公园用爱心义卖认领希望之树的公益形式，进

一步提升市民认养树木的积极性。活动中，22组参与家庭义卖

所得金额捐入中国绿化基金会，并以团体名义认养园内14棵银

杏树。此举既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也将满满爱心转化为对自然

环境的爱护。

据公园负责人表示，每年植树节的认养名额都会被“秒

杀”。今年，黄兴公园计划开放200棵银杏及200棵海棠供市民

认养，今天开放网上“绿化认建认养”通道，认养金额均为每年每

棵100元。

浦东新区绿化部门上线800株公园树木供市民认养，多个

公园在原有树木开放认建认养的基础上，新增50多株上海市花

白玉兰树的认养名额，以进一步提升市民对市花的认知和关爱。

截至今年初，上海的古树名木有1886株、古树后续资源

有947株，广泛分布在全市16个区。它们同样可以被市民认

养，品种有银杏、广玉兰、瓜子黄杨、枫杨、腊梅、朴树、黄

金树、紫薇等，市民可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通过“随申办

市民云”App、“绿色上海”微信公众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官网等途径进入认建认养平台，就能实现认建认养的全流程

线上操作。

寸土寸金的上海，植树造林空间非常有限，因此，提升森林

质量和提高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转化率，以及充分满足市民对森

林游憩的需求将成为今后的重点。比如，在人口较为聚集的街

镇周边，利用现有百亩、千亩以上公益林资源和生态片林，按照

休憩型森林经营目标开展抚育改造，完善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一

批特色明显的开放休闲林地，成为森林公园雏形，努力为市民打

造开放度高、感受度强、获得感足的城市森林游憩空间。此外，

还可以让水源涵养林、沿海防护林、污染隔离林、护路林、护岸

林、农田防护林共同构筑成城市的绿色屏障。

又到春光明媚种树时
申城“添绿”方式趋多样

(上接第一版)

比如，瞿秋白翻译的《静静的顿河》

卷首哥萨克的歌谣手稿，是由上海鲁迅

纪念馆早期负责人谢旦如保存下来的。

谢旦如早年开办的书店，正是“左联”秘

密联络点。1931年起，在党组织安排

下，谢旦如掩护瞿秋白夫妇在沪居住两

年之久。瞿秋白牺牲后，先烈的手稿和

遗物被保护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

鲁迅手稿《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见

证了关于“文学是不是宣传”的争论，写

后被弃之纸篓，被夫人许广平悄悄“抢

救”回来，在鲁迅去世后发表于《奔流新

集》第一辑，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随着时间推移，名人手迹的收集整

理，其重要性在当下愈发彰显。”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谈到，作家手稿相当

于作品“祖本”，因其“唯一”而具有不可

替代的史料价值。“创作几乎很难一蹴而

就，通常需不断增添或删改。有的修改

是局部的，有的则几乎是颠覆性的，出版

后的成品看不到思考痕迹，但翻开手稿

一目了然。观摩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

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合作的手稿展，

对于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来说是难得的

学习机会。”

见字如面，见证文化大家交往

手稿是有生命印迹的特殊文献，是

见字如面的文字照片，是储藏隐秘的时

间胶囊……手稿不仅体现了作家创作思

路，也见证了文化大家之间密切交往，传

递着时代体温。

“鲁迅先生与韬奋先生，生前就有合

作交往。1933年韬奋编译《革命文豪高尔

基》即将出版时，鲁迅就主动写信，提供

《高尔基画像集》用于配图。同年韬奋先

生因时局所迫开始海外流亡的生活，鲁

迅在这一期间对韬奋所在的生活书店给

予了很大声援。”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

物馆副馆长王晨透露，展厅中有一份黄

源手稿《鲁迅先生与生活书店》，正是这

段声援的见证。据黄源统计，鲁迅从

1933年7月到1935年10月，为生活书店

《文学》《译文》《太白》三本杂志共计撰稿

79篇，为《世界文库》翻译了长篇小说《死

魂灵》第一部。《小约翰》《表》《桃色的云》

三本书也在生活书店出版。生活书店的

杂志和书籍出版得到了以鲁迅为首的左

联作家的支持，形成了坚强的文化战线，

在反文化“围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展览还原了鲁迅生前最后一个住所

山阴路故居的外观，这也是现今鲁迅故

居。曹聚仁编写的第18卷《鲁迅年谱》

手稿记录了鲁迅1936年的工作与生活，

这位文化巨匠在生命最后一年，仍辛劳

工作——出版《故事新编》、编译《死魂

灵》第二部、出版《凯绥 ·珂勒惠支版画选

集》、为《中流》创刊号写稿……展览还吸

收主题出版插画、印章、木刻元素，为观

众特制《朝花旬刊》封面木刻图案、陈学

昭名篇《工作着是美丽的》印章、《呐喊》

封面木刻字集章，让读者领略独属于那

个时代的审美质感。

见字如面的手稿回望近百年前文学现场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2023年，上海市市场监

管局依托12315热线平台，回应社会民生关切，全年

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22.41万件，解答各类咨询217.21

万件。

据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诉求增幅

看，呈现出回落趋势。去年，系统受理投诉量122.41

万件，同比增幅15.48%，较2022年55.08%的投诉增

幅明显回落。近年来，市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优化热线

服务模式、加强诉求先行解答、引导企业先行和解纠

纷、强化消保委社会组织作用等举措，大力推进消费

投诉源头减量，为助力经济回升向好营造良好市场消

费环境。

从诉求业态看，“线上化”趋势明显，新型电商消

费诉求持续升温。去年，线上消费投诉占投诉总量的

85%，随着在线新经济快速发展，相关领域消费纠纷及

维权诉求有所增多。去年，市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头部

电商维权指导，线上投诉办理质量持续提升，调解成功

率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

此外，诉求治理形成“多元化”，消费维权实现企

业千户共治。上海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夯实

市场监管部门、各级消保委组织、在线纠纷解决

（ODR）企业、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点、行政调解和人

民调解联动等消费维权多元共治格局。截至去年底，全

市累计发展ODR企业1017户，全年通过ODR机制引导

消费者与企业先行和解纠纷37.44万件。

诉求增幅呈回落趋势

沪去年受理消费投诉   .  万件

本报讯（记者张鹏）2024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
试招生考生专业信息登记实行网上确认的方式。预录取

及候补资格网上确认工作将于3月13日（9:00-15:00）、3

月14日（9:00-12:00）进行。

日前，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取得两

个专业预录取资格、取得一个专业预录取和一个专业

候补录取资格及取得两个专业候补录取资格的三类考

生，须在规定时间内上网进行确认。取得一个预录取

资格、取得一个候补录取资格的两类考生，则无需上

网确认。

    年上海春招预录取及
候补资格网上确认明开始

本报讯（记者李晨琰）近日，上海市
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临床医学中心脊柱一

科（北）团 队 完 成 本 市 首 例 新 一 代

MazorX脊柱手术机器人辅助下的先天

性脊柱畸形截骨矫形手术，让一名患有

先天性脊柱侧弯伴严重后凸畸形的12

岁少年重新挺直脊梁。

一个月前，建建突感双下肢乏力，行

走困难。当地医院诊断其为先天性脊柱

畸形，建议手术治疗。在辗转多家医院

后，父母带着建建来到市一医院骨科临

床医学中心脊柱外科就诊。

市一医院脊柱一科（北）副主任医师

马君接诊，并安排其入院。全脊柱X线

片检查提示，建建是胸10半椎体畸形，

且后凸节段胸髓受压变细，伴明显信号

异常……这意味着患儿脊髓功能受到严

重损伤，这也是导致他行走困难的原因，

手术治疗迫在眉睫。不过，与特发性、退

变性等其他类型的脊柱侧弯不同，先天

性脊柱侧弯是由于椎节的先天性发育异

常而产生的脊柱三维畸形，其畸形程度

往往更复杂，对手术中置钉及截骨矫形

操作的精度要求也更高。

专家团队进行周密的术前规划，并与

建建父母充分沟通，决定采用新一代

MazorX脊柱外科手术机器人为其实施矫

形手术。手术当天，团队通过MazorX

机器人AI软件完成了重度畸形脊柱结

构上各手术节段的螺钉信号、置钉位置、

进钉角度等重要参数的设计，后通过C

臂透视系统获得患儿脊柱X线图像，脊

柱外科手术机器人将术前CT和术中X

线图像进行匹配，将操作指令发送给机

械臂，由机械臂自动完成置钉点及置钉

方向的选择。团队通过机械臂上的置钉

导向套筒，在导航指引下可视化操作，在

患儿胸8-胸10、胸11-腰1置入12枚椎

弓根螺钉，参考术前模拟的截骨范围完

成高难度后路全脊柱截骨及侧弯、后凸

矫形术，畸形矫正率达85%。

术后一周，建建即在支具保护下下

床进行功能锻炼。目前，建建恢复良好。

据介绍，不少家长认为脊柱侧弯只

是孩子年纪小或发育不好，等长大了自

然就好了。这种错误观念往往使孩子错

失最佳治疗时机。如果侧弯严重到一定

程度（角度＞40度），须及时手术矫正。

骨科机器人精准定位，少年重启“直立人生”

今天是植树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