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申城暴雨、雷电黄色预警

“双黄”高挂，全市启动防汛防台III级

响应行动。

雨一直下。在老旧小区、建设工

地、交通线路……各区各部门时刻准

备、迎战风雨，一线人员特别是党员干

部坚守在岗，通过发放“吸水膨胀袋”、

加强定时巡查、为居民排除家中风险

点、启动排水泵、加固悬挂物等，加强

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积涝，特

别是做好低洼、易受淹地区排水防涝

工作，同舟共济筑起防汛“安全堤”。

老旧小区
备好的“吸水膨胀袋”救了急

“水灌进来了！”昨天早上，雨势不

减，家住虹口区欧阳路街道四达路某

老旧小区的底楼居民在社区微信群中

反映，楼栋内发生雨水倒灌。

值班的欧三居委会干部看到消

息，马上联系物业。物业值班人员联动

在小区周边值守的巡逻队员，共同上

门处置。从接到水情，到处理完成，用

时15分钟。

物业负责人李军说，快速处置主

要得益于街道和居民区的未雨绸缪，

在小区门卫室储备了一批应急物资

“吸水膨胀袋”。接到险情，物业工作人

员快速到门卫室领用“吸水膨胀袋”，

大家拆开包装，在灌水楼栋入口处并

排放上三个袋子。

欧阳路街道管理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梅雨季来临前，该办已制定防汛应

急措施。昨天全员值守，不间断保持街

面巡逻，处理存在安全隐患的店招等。

同时，联动东虹保洁等单位，主动清理

路面下水口，保证排水通畅。

建设工地
  余台排水泵全启用

“最深处积水约10厘米，没过脚

踝。”徐汇乔高综合体开发项目（三期）

工程现场，施工员李雨晨的雨披从清

晨6点穿上后，就一直没脱下过。

李雨晨介绍，连续降雨易导致施工

现场地下室和基坑肥槽内积水；电缆、

施工用具等临时用电设施受雨水侵蚀，

可能出现短路、漏电等安全隐患；脚手

架、建筑起重机械等大型设备，也容易

引发倾斜和倒塌，带来安全隐患。这些

都是他们的日常重点排查对象。

此轮强降水来临前，他与工友们

紧急启动防汛预案，预防排查塔吊等

大型机械的安全状况，检查围挡墙有

无裂缝、倾斜。此外，还在前天晚上疏

通了工地所有排水沟，备足沙袋、水泵

等防汛物资。

昨天的施工现场，10余台强排泵

和浅排泵全部启用。“主要用于地下

室，防止雨水顺着汽车坡道倒灌。”巡

查过程中，他没有放过地下室的任何

一个角落，带领工友们及时疏导可能存

有的隐患。

老人家中
居委会干部上门排查风险点

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延中居委会主

任刘枰走在进贤路上，本意是再次检查

沿街店招店牌是否牢固，抬头却看见一

扇敞开的窗，在雨中尤为扎眼。

窗的主人周阿婆，这个月就满102岁

了，女儿白天都会来看望，晚上则是周阿

婆一人住，她家的窗怎么会开着？刘枰立

马跑上楼，敲响周阿婆家的门，确认她安

全无虞，再把窗关上，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连日来，在刘枰等党员干部带领下，

居委会社工和居民志愿者实地走访了社

区里的老年居民，及时将晒台上的花盆

搬到低处，还预备了沙袋等防汛物资。

据悉，瑞金二路街道建立起防汛III

级响应队伍，从街道、综合网格站到居民

区应急值守队伍，保持24小时在岗在

线。设置2处临时安置点，储备基本生活

物资，围绕老旧小区、地下空间等持续开

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居委、楼组长全覆

盖走访辖区内1263名独居老人等特殊

人群。与区应急局、区城运中心、市政作

业队伍、房屋修缮队伍成立各方参与的

200余人应急抢险队伍，加强联勤联动。

村宅集镇
每隔半小时巡查易积水点

昨天，闵行区华漕镇纪王片区出现

较大降雨量，累计雨量为120.9毫米，小

时最大降雨量达到23.6毫米。

“早上7点多就开始联系降低村宅

内河水位，为排水腾出空间。”华漕镇赵

家村防台防汛小组工作人员小归介绍，

接到防汛黄色预警III级响应，全体小组

成员待命随时应对暴雨来临，每隔半小

时对辖区7个易积水点位进行巡查。

上午8点左右，纪王集镇抢险队伍

负责人蔡建铭收到预警后，赶到赵家路

易积水点，尽管当时现场还未积水，抢险

队伍已经开始提前下泵，作好准备。

下午2点左右，眼看着降雨量骤增，

抢险队启动2台抽水泵同时运营，并联

合村里防汛队伍在道路上设置围栏、安

全警示，共同维持道路交通，最终在1小

时内完成排水。

“梅雨季以来降水不断，再加上主汛

期即将到来，我们跨前一步，对纪王地区

和其他易积水点进行管道疏通清淤、进水

口垃圾清捞等，确保雨水通畅排出。”华漕

镇水务站站长金文表示。

公交枢纽
加固悬挂物搬出应急物资

“站点的显示屏，空调外机、宣传栏这

些室外悬挂物，我们都重新加固了，户外

的展板也暂时收了起来，避免风雨造成物

品倾倒和坠落，危及人身安全。”面对长时

间的强降水，780路公交线长王承麒在永

泰路枢纽站复查好加固工作后，就再次冲

进了储物间，和车队同事们一起将应急物

资搬出来备用。

应急物资被统一、分类置放在储物柜

中，这些都是上南公交公司根据今年温度、

风力、降水等变化，在芦恒路、东泰林路、陆

家嘴西路等站点提前更新储备的，包括沙

袋、手电筒、套鞋、雨衣、绳索等物资。

82路、981路、985路途经浦东南路下立

交，955路途经徐家汇下立交，当这些线路的

车辆路抛于涉水深度上限350毫米区域时，

将切断驾驶区所有电源开关，立即联系路

救并报告车队管理人员，确保营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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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季降水不断，跨前一步确保排水通畅
这个招考季，全国上百

所高校近期派出招生组赴上

海宣传招生新政，带来多重

利好消息：“王炸班型”“本研

贯通”“首次高考直招”“零风

险填报”……今年，外省市高

校纷纷打出人才培养的“升

级版”和“组合拳”，用一揽子

“大礼包”吸引沪上考生和家

长咨询、报考。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教育

考试院获悉，今年共有768

所高校在沪招生，其中本科

招生院校有675所，比去年

新增10余所。值得一提的

是，外省市高校在沪的招生

专业中，不乏热门王牌和新

专业。越来越多的上海考生

和家长也在纠结，要不要将

其列入报考“心愿”清单？

除了人数扩容，
高校拿出更多“诚意”

今年，一些外省市院校

在沪投放的招生计划数量和

专业“含金量”双提升。不

少高校将电子信息材料、软

物质科学与工程、健康科学

与技术、智能视觉工程等

2024年列入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投放

至上海。

除了人数扩容，不少高

校也拿出了更多的“诚意”。

武汉大学不仅在上海招生总

人数增加，强基计划招生专

业也从8个增加到9个。其

中，法学、计算机、遥感、电气

等优势专业增量明显。招生

组负责人李懿表示，学校在

本科生中设立了50余项奖

学金，学生最高可以一次获

得10万元奖学金。中山大

学在上海市普通类招生计划

38人，招生专业同去年相比

略有调整，新增网络空间安

全和社会学类专业。

今年，华南理工大学一

口气带来了机器人工程、智

能制造工程、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

系统、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生物医学工程以及软物质科学与工

程专业8个新工科专业，在沪共招收24

人。值得一提的是，华南理工大学也是

国内首个设置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高校。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今年在

上海投放的专业包括人工智能、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制造工程，共招

收10人，其中5人本硕博连读、5人本硕

连读。

大连理工大学今年首次在沪投放了

人工智能（新工科大师班）招生计划。“大

师班”全国招录30名考生，给上海的名

额就有4个。另据该校上海招生组负

责人介绍，各专业均等设置保研名额，

符合条件100%保研（可保外校），优秀

者有机会转入“大师班”。同时，学校实

现保专业不调剂、进档不退档，可实现零

风险填报。

打 开 填 报 思 路
和 视 野 ，或 将 找 到

“超值”选择

上述高校招生负责人均

谈到，之所以在沪增加招生

计划、投放更多优势专业，也

是洞察到沪上考生和家长的

报考思路之变。这些年，越

来越多的考生从原先更多

关注学校、城市的名气到如

今更看重专业的质量。

事实上，相关数据也印

证了上海考生的报考心态

之变。从过去三年外省市

高校在沪招生的录取结果

看，本地考生离沪读大学的

意愿不断增强。以华南理

工大学为例，近三年，该校

在沪投档分数线和最高分

对应排位连年上升。

有招考专家在接受采

访时谈到，打开思路和视

野，将有助于考生在志愿填

报时做出“超值”选择。按

照历年上海考生录取外省

市高校的投档情况，如果考

生想上本科院校，但又不考

虑外地院校，这无疑缩小了

选择的范围。参考去年的

录取分数，部分沪上211高

校的专业录取分数足以匹

配外省市985高校专业的投

档线。

市教育考试院专家建

议，除了“双一流”大学，其

他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也值得考生

重视，尽管学校总体综合实

力未必很强，但就读其一流

学科相关专业属于“超值”

选择。对向往外省市高校

的考生来说，应当根据个人

兴趣，额外研究与拟报大学

学科建设相关的更多信息，

做到深入了解、填报准确。

为了吸引更多上海考

生，今年多所外省市高校的

招 生 宣 传 力 度 也 明 显 增

强。记者从宣传海报和手

册中看到，有高校将校区所

在地气候、住宿条件，与上

海的航班频次、飞行距离，

毕业生返沪就业、深造比

例，就业率等均列在显著位置。

“这些都是历年来考生和家长在咨

询中最关心的问题。”一位高校招生办老

师介绍，不少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时都

“做足功课”，提问也愈发细致、深入。有

一名家长的提问，令华南理工大学上海

招生组组长吴招胜印象深刻。原来，早

在出分前，这位家长就特意赴广州“考

察”学校，还找到孩子心仪的学院，向在

读学生了解专业就业、保研情况。

近年来，很多考生和家长也十分关

注专业的保研率和就业情况。对此，一

位高校招办老师建议，考生和家长无需

过分看重保研率和就业率的绝对数值。

“不妨多参考心仪学校和专业的就业质

量报告，根据考生的兴趣和爱好，聚焦相

关专业毕业生国内外深造、国企就业、新

兴行业就业及考公务员等细分领域的统

计情况，做出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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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季新观察③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复旦大学副

校长、计算机科学家姜育刚教授此次

去北京参加“科技三会”的感受，那就

是“紧迫”。

和很多科技工作者一样，他对习

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印象尤其深刻：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

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

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

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

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

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

“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

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作为高

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真有一种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姜育刚是一名80后

学者，也是此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获得者。在他看来，把握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代脉搏，高校迫

切需要变革科研范式，全面拥抱人工

智能时代的到来。同时，作为人才培

养的摇篮，高校要营造更好的创新氛

围，鼓励年轻人潜心科研、激发更多原

始创新。

应对“链式变革”，大学
所有学科要开启科研新范式

“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

正在引领科技产业的链式变革。如果说

过去各个科学领域都是‘按部就班’地发

展，那么在人工智能赋能下，科学技术的

发展已然呈现‘加速度’。”姜育刚谈到，

深刻洞察“链式变革”给高等教育带来的

挑战，推动更多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高

校必须尽快推动各个学科变革科研范

式，必须要让所有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

全面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以姜育刚此次获奖项目《多元协同

的视觉计算理论与方法》为例。20年

前，他刚进入视觉计算研究领域时，计算

机处理的视频数据量通常只有几百个，

可识别的数据类别也就几十个。但即便

是这个量级的数据，用计算机做实验，有

时也要耗费数天时间才能得到实验结

果。而如今，以图像和视频为主的视觉

数据占据互联网流量90%以上。算力的

快速发展、模型能力的显著提升，使得科

学家能够对海量图像、视频等视觉数据

进行高效智能分析，由此进一步满足社

会治安防控、网络内容安全等国家战略

应用的重大需求。

窥斑见豹，由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引发的“链式变革”，直接给高等教育带

来了巨大挑战。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大

学何为？“在我们看来，不论是学科发展

还是人才培养，如果今天的高校不拥抱

人工智能，那么很可能就会被时代淘

汰。”姜育刚谈到，在过去几年中，复旦大

学已在重点布局AI4S（AIforScience）

和AI4SS（AIforSocialScience），也就

是说，从理工医科到人文社会科学，所有

的学科都将结合人工智能、推动科研范

式的变革。

“大学的每一个学科都要积极拥抱

人工智能，大学培养的人才都应具备与

人工智能‘共事’的能力。”姜育刚说。

营造创新文化，鼓励年轻
人在看似“无用”的方向持续
努力

姜育刚还记得，10多年前他在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听学术报告，一位计算机

视觉领域的知名学者谈到，计算机视觉

发展了很多年，能用的技术就两项，分别

是指纹识别和人脸定位。当时，人工智

能技术远不像今天这么火热。但也正是

因为他坚持在看似“没用”的研究方向持

续耕耘，如今研究成果才被证明有价值、

并能在各个领域被广泛“用”起来。

“就我熟知的计算机视觉领域而

言，包括复旦在内的国内多家单位研究

水平是处于国际第一梯队的，正是因为

大家长期在同一个方向持续努力，才得

到今天的发展。”姜育刚从读博士开

始，就没有改变过研究方向，除了个人

的学术兴趣，还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

是他“持续得到了来自国家和学校的稳

定支持”。

毋庸多言，当下，在人工智能技术被

“用”起来后，不论是科学界还是产业界

都会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投入更多的支

持。在参加“科技三会”返沪后，姜育刚

也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陷入更深的思

考：如何在一个“能用”的技术还只是一

个科学问题的萌芽、还处于“没有用”的

基础研究阶段时，就能给从事这些研究

的年轻人更好的支持？

姜育刚坦言，创新研究成果总是更

多地来自年轻人。近年来，国家高度重

视对年轻人的支持，无论是人才计划还

是科研基金，都加大了向青年人才倾斜

的力度，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打通

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创新资助链。但

是，“我们还是需要给更多的年轻人更多

空间，鼓励他们潜心钻研更有挑战性的

科研问题”。

他谈到，复旦大学近期也开启了相

关制度改革，针对青年教师准聘期考核，

把过去基于竞争性评估的“非升即走”优

化调整为基于多维度发展性评估的“绩

优则留”，“我们希望营造创新的文化和

氛围，充分激发青年科研人员的活力，让

他们安下心来专注于研究感兴趣的问

题，而不是为了追求多发表论文而去做

一些‘短平快’的研究”。

推动技术向善，亟需加强
人工智能治理研究国际合作

姜育刚还有一个身份：上海市人工

智能伦理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早在几年

前，他就开始推进人工智能伦理及治

理方面的工作，并多次呼吁要构建

“技术+规则”双轮驱动的人工智能治

理体系。“在全面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到

来的同时，我们也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

研究。”

此次“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指出，深入践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推动科技开放合作。对此，

姜育刚感受很深，他说：“就人工智能发

展而言，当下最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的领域之一，就是人工智能治理。”

长久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专家一直

致力于对人工智能技术性能的提升，而

要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稳健与安全，防

范技术“狂飙”对法律、伦理的冲击，

人工智能治理研究已体现出前所未有的

重要性。

今年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致

力于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构建与迭代。

就在5月7日，中法两国基于《中法联

合声明》，进一步发布《中法关于人工

智能和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展望未

来，姜育刚说：“期望全球各国共同努

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善，增进人类

福祉。”

访谈人物：姜育刚（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给年轻人更多支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本报讯（记者张天弛）申城“暴力
梅”再发威。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

的数据，从前天20时至昨天17时，本

市中北部普降暴雨，徐汇、嘉定等区局

地累计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为大

暴雨量级。不过，好消息是阳光将从明

天开始登场，气温也将随之攀升。

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昨天一早，

上海一度包揽了全国2418个站点降水

实况榜“前三强”，徐家汇站直接“登顶”，

一小时降水量排名全国第一。据统计，徐

家汇站常年平均梅雨量为262.5毫米（梅

雨期21天），而仅徐家汇站昨天一天的

雨量就达118.4毫米，几乎下了一整个梅

雨期雨量的一半。

据预测，本市今天白天仍将维持阴

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累

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夜里雨势

减弱，转为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气温最

低24℃、最高28℃，雷雨时阵风7到9级。

下了这么多天的雨，阳光总算要登场

了——明天起，随着雨带北抬，本市天气

形势将发生明显变化，系统性降水明显

减少，阳光返场。不过，夏日常见的午后

雷雨也会不时出现，凑个热闹。气温也将

迅速反弹，周四起还会出现最高达35℃

及以上的连续高温天气，刚熬过连绵阴雨

天的申城又将无缝衔接迎战高温了。

申城周四起迎高温

中建二局徐汇乔高综合体开发项目（三期）工程部正进行排水。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