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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世界最

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组装进入最后冲

刺阶段、崇启公铁长江大桥基础施

工取得重大进展，在建中的上海至

南京至合肥高铁昨天迎来两个重大

建设节点。

昨天10时18分，在崇明区万安

村崇太长江隧道3号盾构始发井施

工现场，重达440吨的“领航号”盾

构机刀盘在800吨和400吨两台履

带吊的协同配合下，从地面安全顺

利吊运至井下，完成与盾构主机实

现精准对接。

“领航号”盾构机总长128米，

总重约4000吨，由刀盘、主机、设备

桥和4节拖车组成，其中刀盘直径

15.4米，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高铁

盾构机。该盾构机将从上海市崇明

区3号井始发，掘进11325.5米穿越

长江，到达江苏省太仓市2号竖井，

工程盾构施工具有断面大、水压高、

地质条件复杂、盾构掘进距离长、环

境敏感等特点。后续，项目团队将

进行盾尾、管片拼装机最后环节组

装，并同步开展盾构机各线路连接、

各系统分部调试及整机联调联试。

昨天12时58分，在启东长江

入海口北支航道江面施工现场，历

经两天多的连续施工，崇启公铁长

江大桥3、4号主墩承台首次浇筑

完成。

崇启公铁长江大桥是上海至南

京至合肥高铁控制性节点工程，全

长4.09公里，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

航道。其构造为双层布置的公铁两

用桥，上层为双向6车道、时速100

公里的一级公路，下层为时速350

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

里的双线城际铁路。

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铁是沪渝

蓉高铁的东段线路，将在上海大都

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

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对于优化沿

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

济带协同发展，推动长三角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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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3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会议厅座无虚席。

“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

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

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

界和平的纽带。”站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

平发展的高度，习近平主席在重要演讲中深

刻阐述中国的文明观，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

重要主张。

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呈现新格局、新趋

势，也面临新风险、新挑战。人类社会站在历

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文明观凝聚更多共识、激

发更多共鸣，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持续

贡献着中国智慧。

“那是一场历史性的演讲，现实意义在今

天更加凸显。”当年在现场聆听演讲的时任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 · 博科娃说，

“尽管（各国）文化、宗教、种族等各不相同，但

人类命运与共。”

“促进相互了解、和平与友谊”

在洪都拉斯西北部的玛雅文明古城科潘

遗址入口，立着一尊精巧的龙头雕像，高昂的

圆头鼻子和卷曲的龙须与“中国龙”神似。雕

像旁的解说标识牌上，写着一对考古搭档的

名字：李新伟和拉莫斯。

作为中国与洪都拉斯联合考古项目双方

负责人，两人对于文明的理解有着很多共通

之处。李新伟认为，研究文明必须拥有国际

视野，中国的文明观以平等为基础面向世

界。在拉莫斯看来，“洪中文明有差异，双方

考古方法不同，但合作中总能达成一致”。

“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

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

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

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十年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

习近平主席这样阐释文明的意涵。

十年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文明交流

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在美国

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寄语中美两国人

民要多走动、多来往、多交流；复信匈牙利匈

中双语学校学生，鼓励他们更多地了解当今

中国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努力做传承发展中

匈友好事业的使者；祝贺中希文明互鉴中心

成立时，强调深入了解和把握各种文明的悠

久起源和丰富内容……中国同国际社会一

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

民心相通新局面。

正如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思 ·贝内特的

观察，这样多层次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不仅

将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也将促进相互了

解、和平与友谊”。

这个春天，世界文明百花园中，更多的友

谊种子正在播撒。

在西班牙阿利坎特考古博物馆，兵马俑

亮相“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展览，为海外观

众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又一扇窗口。据陕西

省文物局副局长钱继奎介绍，兵马俑是陕西

最受海外欢迎的文物，近年来在秘鲁、英国、

泰国等国展出，吸引参观人数累计逾百万，

“加深了中国与各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

在法国凡尔赛宫，70多件艺术珍品刚刚

被精心打包运往北京，即将在故宫博物院举

办的“凡尔赛宫与紫禁城”展览上展出。这是

中法文化旅游年的一项重磅活动，策展团队

对展品精挑细选，旨在呈现双方在科学、外

交、艺术创作等领域广泛交流的历史。法方

策展人、凡尔赛宫文物部负责人玛丽-洛尔 ·

德罗什布吕讷告诉记者：“这是一场双向奔赴

的文明盛举。”

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提

出并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同世界不同地

区的人文交流不断丰富，中外伙伴在交流中

相知相惜，拉近了彼此的心灵距离。

“新丝路”也是一条“文化丝路”

东非国家乌干达，45岁的培训师马丁 ·

奥科埃德通过远程教育模式传授基础医护知

识，填补该国一些地区的医疗服务空白。奥

科埃德2018年获得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共同设立的长城奖学金，在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学习信息和通信技术。他对记者

说，这一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项目“影响

未来几代人”。

肯尼亚基西大学讲师阿塞纳丝 ·马奥贝

也是长城奖学金获得者。2019年在中国学

习期间，她在上海参与社区工作，在山东农村

见证当地脱贫攻坚工作、学习基层治理经

验。她说，与她同一批的长城奖学金获得者

来自埃塞俄比亚、纳米比亚、坦桑尼亚等国，

就职于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等不同领域，大

家一致认为，在中国的学习经历对他们投身

本国发展很有帮助。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

演讲中宣布，将长城奖学金名额由每年25人

扩大为75人。这一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奖学

金项目被联合国官员称为支持“南南合作”的

典范。

中国与世界不同文明互通互鉴、携手前

行，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和成功经验，以文明

交流互鉴促进人类发展，携手创造更美好的

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秘书

长杜越说，以人为本，通过提供教育、技能和

技术提升人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发展，这是

中国倡导的发展观、文明观，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理念非常契合。

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中国同中亚、西亚地

区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唐朝时期，长安城

里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郑和七下西洋，留

下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

在十年前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娓娓道来古

丝绸之路上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互动的恢弘

历史。

对习近平主席描绘的古丝绸之路联通东

西的繁荣景象，博科娃印象深刻。“那是一条

贸易和经济的交流之路，也是一条知识和文

化的交流之路。”

博科娃去年来华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对今日中国同世界共建

“一带一路”取得的实实在在成果有了更深入

了解。推广杂交水稻、菌草种植技术，修建开

通多条铁路和班列，推动鲁班工坊和各类教

育培训项目落地……十年间，“一带一路”合

作为共建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造福越

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与民生。

博科娃认为，这条“新丝路”也是一条

“文化丝路”。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

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

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在博科娃看来，这场联合

“申遗”是中国对保护文明与协同发展的又

一贡献。2023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上，习

近平主席同中亚五国元首达成一系列共识，

包括继续巩固文化、旅游等人文合作，中方

还邀请中亚五国参与实施“文化丝路”计

划，促进民心相通。

“每一句话到现在都不过时”

拿破仑一度仗剑称雄，最终落败于滑铁

卢。他在同法国诗人丰塔纳的对话中承认：

“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

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

十年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习近

平主席引用了拿破仑这句话并指出，要通过

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教育、科技、文化活

动，让和平理念的种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

发芽，让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生长出一

片又一片和平的森林。

当前，世界和平依然笼罩在阴霾之中，

乌克兰危机延宕不止，巴以局势骤然升级，

恐怖袭击时酿惨剧。向更深层次看，霸权主

义、强权政治、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死而不

僵，挑起新一轮“文明冲突”正成为蓄谋者

的幌子和工具。

“那场演讲中的每一句话到现在都不过

时，我们依然面临相同的问题，包括国与国之

间的误解、不合作。”博科娃说，“习近平主席

推动文明对话、尊重文明多样性的理念，对当

下至关重要。”

文明的力量，是维系和平的力量，至柔至

刚。从主场外交到出访国外，从双边晤谈到

多边会议，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一次又一

次阐释文明交流互鉴的要义：“不能唯我独

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各种文明本没有

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

“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

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

法上是灾难性的”……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

尔 ·恰普克认为，习近平主席所阐释的中国文

明观，有助于国与国之间消弭矛盾，这种推崇

“坐下来平等协商”的文明观与“拳头大就可

欺负弱小”的价值观截然不同。

从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

系，到在乌克兰危机中多方奔走穿梭外交，

再到为推动巴以停火不懈努力……中国为化

解冲突而呼喊，为促进和平而奔走，为推动

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持续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

力量。

塞内加尔通讯社前总编谢赫 ·恩迪亚耶

认为，中国提出并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有力促

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加深彼此认

识、减少误解偏见，为不同文化包容共存带来

新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以兼收并蓄的态

度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以自信开放的姿

态推动文化交流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正为

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精神力量，为解决人类共

同挑战提供智慧启迪。中国将继续倡导不同

文明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推动人类文明实

现创造性发展，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文

明力量。

新华社记者 张远 张代蕾 徐永春
（据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十年间

美美与共的力量

“领航号”盾构机刀盘从地面安全顺利吊运至井下。

（采访对象供图）

市委常委会日前审议通过《上海市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

承专项规划》，为保护传承沪派江南水乡风貌、延续城乡历史

文脉、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和支撑。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昨天表示，本市规划初步确定20个乡村风貌单元

试点，并形成专项行动计划安排。至2027年底，塑造一批具

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沪派江南”风貌保护传承示范样本。

以水为主线提炼“沪派江南”

规划以郊野乡村地区“滩水林田湖草荡”蓝绿空间为基

底，追溯乡村空间历史脉络。提炼具有典型辨识度的“沪派江

南”空间意象表达，识别构建“六域、八脉、十二意象”的上海乡

村风貌空间结构，实施多层次、分区域规划控制和设计引导。

“六域”，以水系为主要框架，结合自然地理边界和调研普

查实证分析，以空间类型学辨识出上海乡土空间中最具特色、

最具识别度的6类地貌特征域片，分别为“湖沼荡田、曲水泾

浜、河口沙岛、滨海港塘、泾河低地和九峰三泖”域片。

“八脉”，由长江、黄浦江、吴淞江、金汇港、大治河、蕰藻

浜、浦东运河和油墩港8条主干水系组成的蓝色水脉，是串联

6域片、塑造12分区意象风貌特征的重要骨架和主脉。

“十二意象”，在6类地貌特征域片中，经进一步提炼识

别，细分出12种乡村风貌肌理形态片区。根据典型空间形

态，分别勾画描述分区意象，具体为珠链、纤网、星络、鱼脊、螺

纹、横波、年轮、羽扇、川流、疏枝、棋盘和峰泖。针对每一类型

意象分区，规划进行历史追溯，并就空间意象描述特征，提出

片区风貌保护发展引导要求，强化保护传承的整体性。

划定   个乡村风貌单元

为什么要保护传承“沪派江南”风貌？在专家看来，这代

表了城市更深更源远流长的文脉，其内涵包括了自然水田格

局、村域聚落形态、民居建筑及非物质文化。

自2014年起，市规划资源局组织进行系列乡村调研，并

将调研成果汇编成册，包括《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

和提炼研究》《上海市郊野乡村风貌规划设计和建设导则》《上

海乡村传统建筑元素》等，编撰出版《上海乡村空间历史图

记》，积淀丰厚的历史学、建筑学、社会学史料基础。

在2023年夏季，一支近300人的风貌普查调研队伍再次

集结，涵盖规划师、建筑师、高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等专业技

术调查团队，调查范围覆盖全市9个涉农区、108个镇、1556个

行政村。这些一手资料，为深入推进上海特色村落风貌保护

传承专项规划、试点实施等工作铺垫扎实基础。

调研普查初步筛选出全市乡村风貌重点村196个，其中

青浦区最多，有40个，其次是金山区32个、崇明区31个。依

托这些村落，规划部门以主要河流、道路等地理边界，按照10

至20平方公里规模，共划定148个乡村风貌单元，作为特色村

落、沪派民居和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空间载体。此外，还发掘

出具有传统风貌价值的历史老街53条、古桥260座等。

结合专项规划，上海将于近期聚焦20个乡村风貌单元试

点，制定三年行动方案。

青浦区金泽镇西岑村，坐拥世界级水乡生态基地，集聚科

创产业人群，将通过“蓝绿环绕+金色打底+科技赋能”，着力

打造具备科技范、中国风、江南韵、上海派的世界水乡理想

村。金山区枫泾镇新元村，形成独特的“水围村”“村包田”空

间肌理特征。规划将依托方格状水网，突出枕水而居的基因

特点，保护延续平直的格局。

根据专项行动计划安排，到今年底，将对照特色村落风貌

设计指引，高质量完成20个试点的规划设计任务；到2027年

底，高起点启动20个试点的风貌保护与发展建设任务，坚持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与新产业植入，实施风貌更新和功能活化。

上海制定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专项规划，推动  个乡村风貌单元试点

塑造“沪派江南”风貌保护传承示范样本

■本报记者 史博臻

离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上海的乡村

有自然的灵动之美，形成“沪派江南”的村落

风貌美学。

去年，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组

织下，本市全面开展特色民居村落风貌保

护调研普查工作，覆盖全市1556个行政

村。各个调研团队原真性记录建成遗产与

风土人情，已形成“一区一册”调研成

果，并将进一步集结出版，留存传播珍贵

的上海乡村调查资料。

理解上海乡村原点从这一刻开始

“调研过去半年了，那些村子依然像影

子一样跟着我，让我倾心拾取它的光辉。”新

一代规划师、建筑师们来到田间地头，带着

更智能的设备、数字化的手段，以调研之名，

观察乡村、铭记乡村，继而与乡村“共生”。

本次调研中，华建集团上海院联合中规

院上海分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组成团队，负责

崇明区、闵行区调研，3家部门分别代表建筑

视角，注重建筑结构、构造做法、材料颜色；

规划视角，突出宏观村落布局；学院视角，侧

重传统人文、习俗、美食以及非遗。

崇明区和闵行区，诠释了沪郊乡村的

“广度”与“高度”。前者城镇化率最低，也就

意味着乡村数量多、可供调研的样本较为丰

富；后者城镇化率最高，作为“马桥文化”发

源地、2个中国传统村落所在地，文化价值不

可小觑。

重新理解上海乡村的原点，从这一刻开

始了。

在崇明区，调研团队惊叹于江南水乡传

统风貌民居的多样细节，既有观音兜、五峰

山墙等徽派元素，又融合海岛气候因素。堡

镇五滧村有一间百年老屋，木门窗上留存着

独特的建筑材料——鱼鳞。鱼鳞夹在窗格

与薄竹片之间，拼接细腻，通过天然反射形

成立面光影效果。

崇明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居，墙面

以瓷砖、水洗石为主，装饰成燕子、熊猫、仙

鹤等图案，寓意着家宅平安、家庭祥和。

在闵行区，人们很难不被合院式民居

“绞圈房子”所震撼，更难得的是木梁、木柱

均为历史原物，穿斗式梁架、歇山顶、青瓦屋

面等是南方传统民居的集大成者。

城市化跟乡土情，早已“长”在一起，这

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乡村。华建集团上海院

调研负责人钟晟展示了几张具有反差感的

照片，一张是六七幢房子挨在一起，没有一

栋是一模一样的；另一张是一间坡屋顶瓦片

老房，被现代小楼围合着。“历史进程中，建

筑更替速率的不同，形成一种有意思的建筑

长立面，不同时代的建筑形态连接在一起。”

沪派民居因其烟火气而自带天然吸引

力。单独一幢，从外到内，包藏着一家人、一

代人的故事；成片民居，东邻西舍，宅前屋

后，支撑着传承而来的乡风。就这样，调研

团队在崇明走访269个村落，记录超1200个

建筑物、21处古街。闵行团队则涉及34个

村，图文记录150个建筑物、构筑物细节。

每个沪郊村落都是独特的诗篇

区域地理分布和土壤特性决定了特定

的生产活动，伴随这些形成具有地域特点的

民俗文化，每个村落都是一段独特的诗篇。

历史上松江府以“衣被天下”而闻名，在

饮食、服饰、节庆、信仰、民间工艺等拥有丰

富的文化形态。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松江顾绣、嘉定竹刻、徐行草编等均

为广为流传的传统民间工艺，浦东绕龙灯、

奉贤滚灯、马桥手狮舞等也是流传一方的民

间娱乐活动。此外，青浦田山歌、浦东卖盐

茶等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状况，还有米糕、老

白酒等富有地域特色的食品制作工艺。

民俗文化活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缩影，

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化记忆层面，还在于特

定历史空间特征的活化印证，是构成独特空

间品质的文化要素。此次调研也生动记录

了这些乡居生活、文化传统，并将总结形成

对上海历史文化与本土民居风貌特色传承

的建议。

一位参与调研的学生告诉记者，在了解

村民对于居住品质、服务水平提升的诉求

外，也深深感受到当地居民对村史底蕴的骄

傲与自豪。调研的意义之一，还在于认真做

好信息整理，如实反映村民、村委对于保护

历史文化资源、发挥特色文化价值的强烈渴

望，为后续的行动做铺垫。

申城全面开展特色民居村落风貌保护调研普查工作

    个乡村中，看到最本真乡土上海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浦锦街道芦胜村庞家诵德堂是传统

的绞圈房子，门窗、梁上存有精美的木雕。

 鱼鳞密格窗。

（均华建集团上海院项目团队供图）
 金山区枫泾镇新元村。

（采访对象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