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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5第24265期公告
中奖号码：70104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4265期公告
中奖号码：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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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5期公告
中奖号码：

03+04+12+19+24 08+12

一等奖 8 7465766元

一等奖（追加） 7 5972612元

二等奖 128 95071元

二等奖（追加） 34 76056元

三等奖 200 10000元

四等奖 539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988785696.73元

体彩公报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5日就美国总统拜

登向习近平主席致国庆贺电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许多国家、政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

负责人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请问美国总统拜登是否有

向中方致贺？

发言人说，近日，美国总统拜登致电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拜登总统在贺电中表示，值此中

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5周年之际，我谨代表美国人民向您和

中国人民表达祝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拜登向
习近平主席致国庆贺电答记者问

继今年6月嫦娥六号带回人类首

份月背样品后，国家航天局日前宣布，

中国探月工程还将通过嫦娥七号、嫦

娥八号两次发射任务，为国际月球科

研站打基础。

瞄准“2035年前后建设月球科研

站基本型”这一目标，嫦娥七号将对

月球南极的环境和资源进行勘测，嫦

娥八号将验证月球资源的就地利用

技术，在月球上建无线网、种菜等研

究都将安排上。如果一切顺利，是否

意味着未来人类有望“搬家”去月

球？对此，记者采访了沪上相关青年

科学家。

人类探索深空的首发站

月球不仅是夜空中引人遐思的光

点，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第一站。在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薄膜光学实验室主任邵宇川眼中，月

球承载着科学研究、资源开发和技术

验证的重要价值，是人类探索深空的

“首发站”。为此，我国倡议并提出了

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

事实上，“攻略月球”早已不是“玩

概念”，已成为世界主要航天国家正在

努力实现的目标。2018年，国际空间

探索协调工作组明确了“以国际空间

站为起点，向月球进发，并最终实现载

人探索火星”的深空探测发展路线思

路。美国于2019年宣布“阿耳忒弥

斯”重返月球计划，最终目标是在月球

建立长期科研基地，为未来火星登陆

奠定基础。2023年，俄罗斯重启探月

计划，计划于2031-2040年间将宇航

员送上月球，并在2041-2050年间建

设月球基地。此外，印度也提出发展

“月球经济”，希望在月球上建立基地，

用于研究和采矿的计划。

探月到驻月难点何在

人类对月球的探索已有数百年之

久，但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上海交通

大学李政道研究所李政道学者李数认

为，建立月球基地的前提是对月球深

刻而全面的了解，需要“用基础科学之

光照亮月之暗面”。

比如，粒子物理中的对撞机实验

或能复现宇宙创世历史，揭开月球演

化之谜。国际上有科学家提出“月球

对撞机计划”，即环绕月球赤道建一个

实验平台，让自然弯曲的地表成为构

建环形对撞机的起点。李数说，这一

“近似科幻”的设想一旦实现，将帮助人类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

基础科学问题，推动探月乃至深空探索更进一步。

能源是支撑月球探索活动的关键。邵宇川指出，由于月

球几乎没有大气层，这意味着月表面临着强空间高能粒子辐

射，这对月球的能源供应、能源传输、能源存储等场景提出了

极高挑战。此外，月表昼夜温差极大，阳光直射时温度可达

127℃，夜晚温度可降至-183℃，这对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也提出

了极高要求。

物质材料的地月运输也是难题。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长聘副教授王洪泽表示，若是依靠火箭从地球运输材

料，成本将高达8万美元/公斤。且火箭运载空间有限，运输效

率不高，难以承担起“造城”的任务。

“月球基地”或许不远

能源问题上，邵宇川说，太阳能是目前实现难度最小、安全

性高且能够满足月球基地前期需求的最佳选择。但月表环境对

电池提出了“抗辐射、耐高低温、高能质比、柔性易折叠”的高要

求。经过筛选，科学家发现光伏界的“种子选手”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能够满足上述需求。

有了电之后还需要传输。据介绍，邵宇川团队自研的激

光无线传能系统已实现3千瓦激光输出，只需完善散热系统和

防辐照措施就有望在月球使用。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刘瑶研究员团队发现，碳化锂（钠）负极材料在提升锂

（钠）电池的低温性能上表现突出，可为月球储能提供解决方

案。刘瑶预测，未来通过“光伏+储能”或将实现月球稳定供

能，并通过电解水制氢与核能构建“电、氢、氧、热、水”的综合

能源供应体系。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最有效的方式或是“就月取材”。东

华大学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成艳华教授利用月壤作为

建筑材料，在砖块和混凝土中添加纤维来增强其性能，结合3D

打印技术有望实现定制化、个性化、高效率的月球建造。王洪泽

团队研发出的蓝激光增材制造平台是国内首台2千瓦蓝激光粉

末沉积增材制造平台，能够显著提高铝、铜等金属的成形质量，

有望应用于在月建筑打印和月球基地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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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刘琦

本报讯 （记者张鹏）2025年上海高考
报名从10月14日8：00启动，至10月18日

16：00结束。日前，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公布

《2025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实施

办法》，凡符合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

条件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里通过“上海招考

热线”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并根据报名网站的

提示和要求如实填写本人报名信息。

凡参加2025年春季考试、1月份外语考

试、专科自主招生考试、三校生高考（含中本

贯通转段）、中高职贯通转段、五年一贯制转

入、秋季统一高考的考生以及报考运动训练、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保送生等其他特

殊类别考生均须在网上报名，并同时勾选相

应考试的选项。

市教育考试院还公布了2025年各类型

考试项目时间：春季考试、1月份外语考试时

间为1月上旬；专科自主招生考试时间为3月

下旬；三校生高考时间为5月中旬；秋季统一

高考时间为6月上旬。

    年上海高考
  月  日起报名

随着新一批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公

示名单公布，不少人注意到，新增专业硕

士学位（以下简称专硕）授权点占比已将

近八成，远超学术硕士学位授权点。

当专硕占比不断提高，高校如何提

升人才培养的含金量？日前，《上海财经

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实施

方案 （2024-2026）》（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正式对外发布，多项措施引发高教

界关注。上海财大明确提出，将以“有

组织的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为支柱，

将人工智能与专业学位教育深度融合，

构建以学生为导向的全过程数智教育生

态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对财经类专业学位人

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学校主动部

署并全面升级人工智能融合专业学位教育

的人才培养方案。”上海财大副校长姚玲珍

介绍，《实施方案》明确，学校将在每个专

业开设AI概念入门课程、AI前景进阶课

程、AI跨学科融合课程、AI面向行业产教

融合课程在内的4个层级“AI+CORE”课

程，实现人工智能100%全覆盖。同时，学

校将为每位专硕配备4类AI助手，打造智能

助教、智能助学、智能助研、智能助管的学

习支持体系，为学生提供定制化、个性化、

伴随式的人工智能陪伴成长体验。

此外，上海财大还将围绕专业学位学习

与实践并重的双核培养重点，打造一个以学

生为中心的、可推广可演进、可升级可迭代

的“数字+人工智能”开放式专业学位人才

培养生态系统。

姚玲珍表示，未来学校专硕培养将聚焦

“三新”，即增设数字经济硕士专业学位点，

增加金融数学与金融计算、数学技术等交叉

结合新方向；建设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

大数据研究院、AI融合中心等新平台；打

造“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首席系列”“滴高

金”“会计专博”等培养新高地。

为进一步强化专硕毕业生的就业竞争

力，《实施方案》 明确，将构建“岗位需

求—能力图谱—知识图谱—课程体系”专业

学位人才培养机制，打通从有组织的实践学

习到有组织的岗位工作“快车道”。据悉，

学校将分三年建设200个“课程—教材—案

例”三位一体项目，构建“随产而动”课程

教材快速更新机制，建设“上财—阿里”

“上财—东方证券”“上财—富国基金”等系

列课程教材，同时推进专业学位系列数字教

材出版等。

“未来，在生源选拔方面，学校将更注

重实践。”姚玲珍介绍，上海财大将进一步

扩大推免生规模，加强对考生实践、创新及

职业发展潜力的考核，并在招生复试官中逐

步适当引入行业专家。

上海财大推专硕教育改革，将为每位学生配备4类  助手

打造“数字+人工智能”研究生教育新生态
■本报记者 吴金娇

这个国庆黄金周，申城旅游市场格外

火热。根据多个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数

据，随着上海旅游节、上海国际光影节等一

系列精彩节展活动的铺开，今年“十一”假

期上海本地旅游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倍，

而亲子游则成为主力军。

逛博物馆感受传统文化、看展接受艺

术熏陶、参与主题“微游”开拓眼界、收割茭

白亲近大自然……在上海，“遛娃”方式可

以七天不重样。

种下热爱传统文化和艺术
的“种子”

每逢节假日，总少不了一股“探馆热”

席卷而来，美术馆、博物馆等已经成了亲子

游的热门选择。

闵行区博物馆日前就与位于山东的孔

子博物馆强强联手，在沪打造了一场“子

曰——孔子文化主题展”，呈现107件（套）

精美文物，吸引到不少市民及文化爱好者

专程前去参观。

“我们一早就来了，一进展馆便眼前一

亮，这次特展展品丰富、文创精美，能让孩

子来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我们不虚此行。”

带着四年级儿子来观展的“闵博铁粉”石女

士告诉记者，看到展览信息后，全家都很期

待，“我们全家来之前还专门一起重温了

《论语》学而篇的相关内容。假期时间较充

裕，可以细细参观，大家可以沉浸式学习。”

在今年国庆长假沪上繁花似锦的展演

活动中，“何以敦煌”上海敦煌艺术展无疑

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许多亲子家庭都慕名

前来，一睹这场年度敦煌艺术代表性大

展。来自四川的王女士告诉记者，此次观

展她和女儿都收获满满，“不仅看到了莫高

窟经典石窟群的复刻版，还有《北凉石塔》、

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圣历碑》等多件首次

来沪展出的展品。”她补充道，更有意义的

是可以让女儿了解到了壁画背后一个个古

老的故事，为她种下热爱艺术和传统文化

的种子。

主题“微游”受青睐，开拓见
识新体验

国庆前夕，位于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

的上海鲁迅故居经过3个多月闭馆修缮

后，正式恢复开放。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多市民游客了

解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工作的足迹，这个

假期中，春秋旅游联合上海鲁迅纪念馆，推

出国庆特别微游线路，即“鲁迅文化新体

验”。前昨两天连续开展了两班主题“微

游”活动。

活动中，家长与孩子一同在上海鲁迅

纪念馆参观“鲁迅与传统笺纸—不独为清

玩”笺纸展，了解了鲁迅对中国传统笺纸的

贡献，小朋友们还体验了橡皮章拓印等趣

味活动。

据春秋旅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更

多参观者了解鲁迅生平，上海鲁迅纪念馆还

借助博物馆文物藏品的力量，取材于馆藏版

画、藏书票和老照片，制作推出了8枚关于鲁

迅在上海居住地、重要活动场所的橡皮章，包

括景云里、拉摩斯公寓、上海鲁迅故居等8处

人文地标，参观完，游客还能把心仪的文创产

品带回家做纪念。

在青浦区练塘镇，市民陈女士一家则尝

试了足不出“沪”的乡村“微游”——在2024

上海练塘茭白节上，一家三口动手收割茭白，

还在茭野市集上参与了茭白手工艺品的制作

工坊。“看！这是我用茭白叶制作的小马。”陈

女士的小儿子高兴地叫道。

背靠稻田美景，采摘、做手工，市民游客

就在全新体验中度过一个松弛感满满的亲子

假日。

多个在线平台发布数据，国庆假期上海本地旅游人次同比增长逾3倍

亲子游火了！“遛娃”七天不重样

■本报记者 张天弛 史博臻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南区开园后喜迎国庆长假，市民游客

在温室花园内游览。 本报记者 范家乐摄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迎来首届“放轻松市集”，现场

演出与活动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此感受

艺术魅力。 本报记者 袁婧 通讯员 范一枫摄 制图：冯晓瑜

（上接第一版）

大众、强生等骨干企业的进博会保障车

队车辆，率先部分配置可支持外卡支付、非

接触式移动支付和主被动扫码支付的移动

POS终端设备。大众出租质量管理部客服主

管周骅介绍，为了解决习惯刷信用卡的外宾

乘坐出租车时的支付问题，今年4月，大众

出租和中国银行携手推出了“中银智慧付”

POS出租车。目前，近1000辆出租车已安

装POS机，进博会前预计完成2000辆车的

安装。

此外，每辆出租车上均配备“零钱

包”，实现“零钱包全覆盖”，方便乘客，尤

其是老年群体使用现金支付。

“为了方便外籍乘客的购票需求，提升服

务体验，在车站服务中心设置了外卡POS机，

售卖地铁单程票、地铁一日票、地铁三日票。”

国家会展中心站值班站长孙瑞毅告诉记者，

外籍乘客手持维萨（VISA）、万事达（Master

Card）、发现卡（DiscoverCard）、美国运通

（AE）、大来（DinersClub）、吉士美（JCB）等外

卡也能直接刷卡购票。

轨道交通2号线、17号线国家会展中心

站的站点内增设了3个行李寄存柜，提供75

个格口，更好地服务市民和展客商，便利轻

装逛展，提升出行体验。

进博会交通保障
进入全面冲刺

（上接第一版）

陈焕明仍记得20年前那场赛事的惊

心动魄。黄浦江首次为体育赛事封江，各

国选手在劈波斩浪中不断刷新黄浦江面的

极速。

今年赛场迁移至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赛道位处长江水域，易受涨落潮的影响，且

相对风浪比内河水域更大。赛事主办方为

此创新设立了“首席安全官”。宝山区体育

局局长张彬解释，这是国家水上运动中心

首次针对体育赛事设立的，从各环节细节

入手确保赛事安全。大赛还同步设立了

“首席体验官”抠细节，从观众视角查摆赛

事活动组织的不足之处。

在业界人士看来，一场全球顶尖体育

赛事的成功与否，不光看硬件，更要看软服

务。此次备赛中，活动主办方引入专业机

构力量，在勘测赛场、功能区划分等方面进

行更科学合理的统筹布局。在商务开发方

面，各有所长的“商业搭档”分档分时销售

门票，更有梯度地扩大赛事影响力。

酝酿新建基地，延拓上
下游产业链

为了这场赛事，陈焕明所在的队伍做

足准备，还在赛前更换了全新的螺旋桨。

对于摩托艇赛事来说，螺旋桨的挑选

颇有技术含量。以选择扇叶来说，倘若选

择三叶螺旋桨，则对水的推力相对较小；如

果采用四叶螺旋桨，增加了对水的推力，却

也增重了发动机的负荷。经过无数次科学

严密的计算，选手方能找到最匹配的螺旋桨。

此前参加的法国站比赛，令陈焕明印象

颇深。当时，因赛场温度过高，一颗螺丝钉意

外掉落。为找到匹配的器件，团队在异国他

乡多方寻觅，始终未能找到心仪的零部件。

赛场意外，让陈焕明萌生了新想法——

酝酿建立摩托艇队新基地。背靠长三角、拥

有扎实制造业基础的上海，就此进入视野。

事实上，摩托艇之所以能在水中克服巨

大阻力飞驰，离不开一项重要材料——碳纤

维。它的质量比金属铝轻，强度高于钢铁。

陈焕明认为，多年来，长三角逐步形成新材料

产业集群。从一颗螺丝钉到一根螺旋桨，区

域内的制造业企业有能力满足水上体育运动

高精尖的制造需求。

校企合作，则是他相中上海的另一个理

由。顶尖高手过招，哪怕是0.1秒的提速，

也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结果。其中，数据分析

起到关键支撑作用。陈焕明认为，倘若团队

能与上海体育大学等专业院校、诸多知名

数据分析团队形成良好合作，就能更好地

为选手提供量身定制的策略分析，提升赛

场表现。

赛事延展，做厚“票根经济”

一场全球顶尖体育赛事，撬动的不只是

产业链本身。

以赛事门票为媒介，正全力打造上海国

际邮轮旅游度假区的宝山区不断挖潜放大

“商旅文体展”融合效能。游客凭F1H2O摩

托艇锦标赛上海大奖赛门票，可享宝山区15

个景点和46家宾旅馆优惠，以及文旅一卡通

优惠价。

通过景点、宾旅馆的联动优惠延长观众

的停留时间，正是为更好地促进水上体育运

动从单一观赛向丰富多维的活动体验延展。

近年来，我国新兴水上运动项目快速涌

现并持续发展。此前发布的《户外运动产业

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中明确，要利用好

上海等东部海上运动都市群的固有优势，以

海上运动为着力点，带动水上运动产业持续

发展。

陈焕明认为，设立水上运动俱乐部不失

为有效路径。纵观全球，部分国家将自然资

源向水上运动开放。市民游客可在国家公

园、自然保护区等体验桨板、皮划艇等项目。

以摩托艇等大赛为契机，宝山区也在不

断酝酿集聚水上运动产业要素。新开业不久

的滨江文旅商业综合体嵌入了一家专业潜水

机构。深达15米的室内潜水池，引来一众长

三角潜水爱好者尝鲜。

这场摩托艇大赛票根还有更丰富多维

的演绎。譬如，通过“机票+赛事”联动，让

“打飞的观赛”有了实感；通过“浦江游览/苏

州河游览+赛事”等联动，实现水上旅游产品

的跨界组合，丰富供给、拉动消费，做厚“票

根经济”。

水上“速度与激情”将掀起哪些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