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0002国内邮发代号 3-3 国外发行代号 D123 文汇网：www.whb.cn 微信公众号：文汇报 （ID:wenhuidaily)微博：@文汇报 客户端：文汇

2024年10月 日 星期一

农历甲辰年九月小初五 明日 寒露

今天阴有时有小雨 温度:最低18℃ 最高21℃ 偏北风4-5级，沿江沿海
地区5级阵风6-7级 明天多云 温度:最低17℃ 最高23℃ 偏北风4-5级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文汇报社出版 第28106号
今日4版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10月6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75年前，中朝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掀开两国关系新的历

史篇章，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75

年来，两国在巩固人民政权、维护国家

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加强交流合

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携手前

行，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际公平

正义的事业中密切协作。中朝传统友谊

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成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

发展，近年来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

并通过函电等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

和推动中朝关系深化发展。新时期新形

势下，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国建交

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深

化友好交流合作，续写中朝传统友谊新

篇章，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

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 下转第三版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续写中朝传统友谊新篇章

就中朝建交  周年

习近平同金正恩互致贺电

国庆前夕，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康恒路
站开通初期运营。

如今，乘坐在快速、便捷、舒适的地铁车
厢里，在纵横交错的轨交网络中穿梭，已融入
人们日常。

经过30余年发展，密布的上海轨道交通
网络展现着这座超大城市的发展脉动，也成
为人们体察城市的一个具象窗口，工作日全
网日均客流保持在1200万人次左右，最高
单日客流突破1340万人次。

对于陈文艳来说，1985年毕业之后进
入隧道院，“我的职业生涯恰与上海轨道交通

网络化建设同龄。从无到有，我既是上海轨
道交通建设的见证者，更是一名参与者、逐梦
者、圆梦者。”

从零突破，创造奇迹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就提出了规
划建设地下铁路的构想。

但有外国专家在上海实地勘察后，曾下
过这样的定论：想要在上海这样地质疏松的
软土层造地铁，就像阿基米德在宇宙寻找一
个支点撬动地球——几乎不可能。

除了地质资源禀赋不足，技术、资金、工
程难度等等，每一个都是不折不扣的难关。
但上海地铁人坚信，只要脚踏实地去钻研，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断克难创新，地铁就一定
能建成。

1963年，在浦东塘桥试验场，上海地铁
人在农田里试推了直径4.2米的盾构，在地
下成功掘进了100多米隧道，开创了世界先
例。多年之后，这个试验隧道给了陈文艳最
早关于地铁的感官印象。
“我与地铁有缘，因为我恰是在1963年

出生。工作后，看到与我出生同年留下来的
试验隧道遗址，就不禁在想，老一辈专家找到
了‘支点’；而我们则有机会通过努力和创新，
把蓝图化作现实，让不可能成为可能。”陈文
艳回忆。

从1993年试运营开始，1号线分5段陆
续投入运营。陈文艳的角色也随之不断提升
转变，从了解和学习地铁知识，到设计专业负
责人、科研课题负责人，最后成长为整条线路
的总体设计负责人。

其中，1号线北延伸段是我国第一条“上

为高架道路，中为轨道交通，下为地面道路”
的一体化高架工程。陈文艳领衔产学研团队
一起研究，攻克了Y型一体化双层桥墩结构
技术难题。这种国内首创的结构，既保证了
结构安全，也为寸土寸金的上海开创了道路
轨道交通空间相结合的建设发展新模式，大
大节约土地资源。经过多年运营考验，线路
运行情况良好。

巧合的是，陈文艳的女儿也生于1993

年。在她看来，上海轨道交通如同自己孩子
一样，在不断学习和创新的基础上，逐渐茁壮
成长。经过30余年发展，如今上海轨道交通
线网规模达831公里、车站509座、列车保
有量超过7500辆，位居世界前列。其中，5
条全自动驾驶线路共167公里，线路数量与
总里程在世界城市地铁中位列第一。

▼ 下转第三版

  年前 号线南段开通试运营，如今申城轨交网络规模和
全自动运行线路里程等均居世界前列

攻克“不可能”，持续创新成就“全球第一”

讲述人：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
通设计研究院资深总工程师 陈文艳

整 理：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讯（记者张天弛）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
据，10月2日至今，本市已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低于

22℃，满足气象学意义上的入秋标准，也就是说，上海已

于10月2日入秋，较常年 （1991年至2020年） 平均入秋

时间（10月5日）提前3天，也是近十年来最早的秋天。

与此同时，今年长达138天的酷热夏天也终于画上句

号。数据显示，今年夏季也比常年平均水平多出4天（常

年平均134天）。

冷空气和降雨配合下，初秋的体感也很应景。记者从

市气象局获悉，昨天本市气温呈“倒挂”趋势，最高气温

出现在凌晨，徐家汇站为21.6℃，白天气温一路走低，都

在20℃以下徘徊。据预测，上海今天也是阴雨相伴，好在

雨势不大，仅小雨程度；全天气温18℃至21℃，偏北风4

至5级。

据预测，申城明天阳光回归，天气转好，白天气温稳

步回升。预计本市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可攀升至26℃附近，

不过昼夜温差也将拉大，开启秋高气爽的天气模式。

为近  年来最早

申城  月2日已入秋

在以旧换新政策叠加车企促销、新

车效应等因素影响下，今年国庆黄金周

期间，上海汽车市场迎来一波销售热潮，

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记

者假期实地走访发现，多家车企体验店

里，消费者络绎不绝，试驾预约爆满。

补贴、促销优惠力度大，
门店试驾预约火爆

在吴中路万象城乐道体验店，3台

乐道L60新车吸引着人们驻足围观，有

消费者全家三代人一同上车体验、与销

售人员沟通细节，此前“盲订”的消费者

和粉丝也纷纷前来预约试驾。“国庆期间客

流量较9月底的周末提升了50%左右，试

驾预约火爆，店里全员在岗，每天要接待几

十组试驾。”门店店长孟德阳告诉记者。

蔚来旗下乐道品牌首款新车L60于9

月28日刚刚启动全国交付，国庆黄金周正

是新品牌亮相和冲销量的重要节点。

▼ 下转第三版

新车扎堆上市、降价促销、补贴加码

上海车市迎来一波销售热潮

■本报记者 周渊

全景再现人民战争壮丽篇章

纪录片《三大战役》
激励奋进力量

 刊第三版

科研期待“  爱因斯坦”
提出好问题

 刊第二版

2024年第35届上海旅游节昨

晚落幕。上海旅游大数据统计显

示，9月14日至今，本届上海旅游

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3876.74万人

次；本市宾馆酒店客房出租率为

61%，同比增长2个百分点；上海地

区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

游消费交易总金额924.06亿元，同

比增长4.23%。

昨晚，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以烟

花盛典、无人机秀和水幕光影秀等

精彩的闭幕表演为上海旅游节画上

圆满句号。这是上海文旅又一次全

方位的主动亮相，不论是身处现场

还是通过屏幕，世界各地旅游爱好

者都能同步上海的城市表情、人民

的美好生活、文化的多元繁荣、旅游

的温馨细致，上海旅游节正以更为

具象的场景、更加生动的语言、更富

张力的表达，吸引着全球对上海的

关注。

文商旅体融合产生
“化学反应”

9月14日晚间的南京路步行街

仿佛变成一座“流动的城市博物

馆”，由25支表演队伍和25辆绚丽

花车组成的巡游队伍时隔4年再度

回归，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也

点燃了本届上海旅游节的氛围。在

此之后，花车队伍前往本市11个区

“接力”展示，巡展里程近1000公

里，串联起枫泾古镇、上海影视乐

园、江湾体育场、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滴水湖等沪上文旅地标，形成极

具都市烟火气的赏花车、夜游园、逛

集市等新玩法。

本届上海旅游节叠加首届上海

国际光影节，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了

119处夜景特色打卡点，联动900余

处“商旅文体展”场所，共同点亮了

1100余栋重要建筑，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办的上海国际光影节主会场活

动带动周边夜间消费环比增长

14.93%。“一江一河”游览在今年旅

游节期间展现了最美的城市“夜表

情”，浦江游览推出申城光影盛宴特

色航班，“半马苏河”彩船夜游活动

绘就了流动的城市光影线。

不仅如此，以数字科技加持的

一批沉浸式体验游项目在本届旅游

节期间火热出圈，受到海内外游客广泛欢迎。例如，“中法

文化旅游年”推出特别项目“永恒的巴黎圣母院”穿越时空

沉浸式VR（虚拟现实）之旅，让观众身临其境般领略宏伟壮

丽的建筑外观与精美绝伦的内部细节；以三星堆为主题的

“古蜀梦幻”全感官光影秀在静安张园举行，秀展引领观众

逐一浏览古蜀文明的神秘画卷；数字光影互动剧《追光之

城》以“光”为主题，将艺术IP创作与数字化技术结合，通过

“点亮、洋场、凯旋、推窗、未来之光”五幕篇章的内容展现百

年南京路的历史变迁。

2024年度上海礼物榜单也于今年旅游节期间出炉，

421件商品新入围2024年“上海礼物”品牌商品，市民游客

必购清单再度扩容。光明之城角色造型盲盒、浦东美术馆

艺术建筑氛围灯等12件“沪产”新品都成了中秋、国庆假期

来沪游客心仪的伴手礼。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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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天弛

长假第一天，电影《只此青绿》上映时，导

演周莉亚是低调的，她甚至有些惴惴不安地

形容这是“勇闯国庆档”。没有大场面和流量

明星，没有强戏剧性的情节，没有台词，这部

反类型的小众电影在国庆节当天排片并不

高，然而从10月2日起，电影《只此青绿》接连

数日票房和排片占比逆跌上涨，并且在长假

将尽时，成为整个国庆档网络评分最高、口碑

第一的影片。这部电影没有在第一时间成为

爆款，却在七天的放映中展现出长线放映的

潜力，也许就像影片片尾曲词作者唐恬感慨

的，这幅画、这部电影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相

关：“我们中国人是从这样的山水里来的，从

这样的审美里来，这份美跟你我有关。”

以传奇画作《千里江山图》为背景的舞剧

《只此青绿》首演于2021年8月，2022年除夕

夜，舞剧选段登上央视春晚，“青绿山水”的中

式美学从此破圈。通过央视春晚的平台，《只

此青绿》的华彩舞段和意象早已飞入寻常百

姓家，舞台影像也通过网络和流媒体广为流

传，为什么还要搬上大银幕呢？答案在这组

数字里：截至电影上映时，舞剧《只此青绿》巡

演了70多个城市，演出场次突破600场，而电

影《只此青绿》首映当天，有超过1.5万家电影

院的8.6万块银幕放映。亲民的票价，相对低

廉的放映成本，以及影院远胜于剧院的辐射

能力，让根植于中国传统美学的“青绿IP”二

度破圈，抵达更大的受众群。

假日里的一场观影活动中，一位观众表

达了自己对舞剧《只此青绿》炙热的爱，她曾

追随舞团巡演，先后观看了177场演出，从电

影《只此青绿》点映到正式公映后，又已经观

影十次。尽管这样的粉丝观众不在少数，但

电影《只此青绿》并不是一部定向供给舞剧观

众的“粉丝电影”。从舞台到大银幕，从“舞

绘”到“影绘”，电影不是翻拍表演现场的Live

影像，不是舞蹈表演的平价复制品。

▼ 下转第三版

票房和排片逆势上扬，国庆档口碑第一；从舞台到银幕，《只此青绿》再度破圈

在“青绿影像”里找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本报记者 柳青

电影《只此青绿》海报。 （片方供图）

 1993年5月28日，1号线南段开通试运营。 （采访对象供图）
▲早高峰期间的8号线江浦路站。 图/视觉中国 制图：张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