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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注定不平凡。如果用

一个字总结这一年，你会选择哪
个字？年关将至，《十分上海》走上

街头，与市民聊聊他们心中的年
度汉字。

疫情打乱了大家的生活节
奏，直至年末不少人觉得今年怎

一“快”字了得。复工后的快节奏，

是上班族们面临的共同课题。
21?的金木写下“服”字，年

初他还是某艺人街舞工作室的一
员，年中突然曝光的艺人负面新

闻使他无辜受累，丢了工作。本以
为事业受阻，没想到变身自由人

后众多新平台向他伸来橄榄枝，
工作机会变多了，收入也更高了。

这种大起大落，他直言“服气”。
即便生活充满挑战，不少人

的 2020仍充满“爱”的味道。面对
镜头，退役军人小姐姐秀起了恩

爱，她和也是退役军人的男友在
上海展开新生活，写下“爱”字的

她，眉眼间难掩幸福感。
刚踏入社会的陈小姐回想起

6?毕业季，写下“憾”字。由于疫
情，2020届毕业生们没能如常庆

祝毕业，仓促的毕业典礼与泡汤
的毕业旅行令大家感到遗憾。

“梦”字包含着小舟的 2020与未来。考进复旦

大学是她从小到大的梦想，工作后选择重拾考研
梦，小舟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在普通岗位上做

着普通的事情，希望一点一点进步。”
2020年转眼将逝，一“字”难尽，欢笑泪水已

成往事。2021新年临近，许下一“字”诺言，砥砺前

行，希望明年此时，愿望成真。 《十?上海》摄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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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迎新线 忆故人
曹 刚

18号线一期南段和 10号线

二期前天开通试运营。上海轨交全
网运营线路增至 729公里，车站总

数增至 430座， 仅换乘站就有 59

座。当天一大早，在刚开通的 18号

线周浦站，卷帘门缓缓升起，一位
老人手拿一幅肖像照来到出入口，

满脸都是泪。 他住附近，和老伴携

手去过很多国家、 坐过很多地铁。

老两口约定，等家门口的地铁线通
车，一起去尝鲜。 如今，新线开通，

斯人已逝。 他拿着老伴的照片，以
一种特殊的方式赴约， 边哭边回

忆，说着说着又笑了……

坐上拥有最高等级自动驾驶
系统的新线路， 老人即将迎来新

的一?。岁末?初，常传来地铁开
通的好消息。每一条新线、每一座

新站，都蕴藏许多温情和期待，写
满了人们对出行便利、 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与爱妻相濡以沫的美好记

忆，老人一定刻骨铭心。而另一位
故人，值得更多人铭记。他叫刘建

航，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地铁
之父”。曾有书法家将此称呼写入

对联送给他，他却执意把“父”改
成了“兵”。

就是这位“老兵”，面对极其

复杂的地质条件，创造了“在豆腐
里打洞”的奇迹，实现上海地铁零

的突破。?逾古稀，他依然接到电
话就往现场赶。 某晚紧急出门来

不及穿袜，他顺手放进口袋。抢险
一夜，满头大汗，老人下意识掏出

袜子擦汗，引得众人欢笑。

1号线建设关键阶段， 刘建
航在徐家汇站发现数据异常，有

垮塌危险。他立即叫停，见有人不
听，急了，直接跳下基坑，站在挖

土机前，力保车站。为了上海地铁
发展，许多“老兵”忘我投入，我们

不能忘记他们。

2016?夏天，“地铁之兵”走

完了低调而丰富的一生。 几乎所
有上海市民都受惠于他， 不少人

建议， 选择一座车站为刘建航立
雕像或设置纪念专区。 也许不久

后，在老人曾经力挽狂澜的地方，

他将微笑着面对人来人往， 让来

来往往的乘客也看看他， 读读袜
子擦汗、纵身一跳、挑战不可能的

故事。 不过，对刘老来说，上海地
铁从无到有， 如今创下 “城轨网

络”和“车辆规模”两项世界第一，

已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本版编辑 /顾 玥 视觉设计 /窦云阳2020 年 12月 28日 /星期一

上海新闻6

    曾经的“断头路”，变为如今的

“畅通路”。今天上午，长三角一体化
省际互联互通项目浙江姚杨公路-

上海金山叶新公路正式通车，西塘
至枫泾的跨省公交线路同步开通。

30?钟缩短到3?钟
姚杨公路-叶新公路项目，西

起浙江省嘉善县丁枫公路，东至上

海规划 324 省道（叶新公路延伸
段），全长 4.33公里，采用一级公路

标准。道路通车后，改变了原本嘉善
姚庄前往金山需要绕行 G320国道

的现状，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 30分

钟缩短到 3分钟。
“架桥连浙沪，共建一体化”，自

姚杨公路-叶新公路项目建设开工以

来，两地勠力同心、并肩作战，开启了

省际连接通道建设的新模式，也为
跨省域道路工程的实施作出示范。

此前，省界处的潮里泾大桥归
属谁、由谁来建、建设标准用哪个、

投资如何分担等，成为断头路建设
中的“梗阻”。经嘉善、金山两地协

商，对该项目作了充分沟通和对接。

最终，全新跨省际道路建设模式出
炉———“双方审批、共同出资、一方

代建”的合作模式，一锤定音。全桥
建设投入资金约 5亿元，两地共同

承担，由嘉善代建设。
另外，嘉善、金山两地政府还多

次协调会商，克服了因两地交通工
程建设面临的设计标准、技术参数、

建设进度等差异较大而引起的不少

困难。在设计思路上，坚持规划先

行，等高等标对接建设方案；在技术
参数上，就高不就低，嘉善方引入首

个在建项目水上警戒安全保障内
容；在进度推进上，统一时间节点，

上海叶新公路段为省际断头路建设
让路，施工进度至少延缓半年，为整

条道路的早日建成通车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条件。

“西枫线”途经旅游点
除了道路实现通行外，两地还

同步开通了一条跨省公交线路———

112路西塘古镇-枫泾古镇（西枫
线）毗邻公交线。新线路起讫点分别

为西塘汽车站和枫泾汽车站，线路
走向为“西塘汽车站、祥符荡、浙北

桃花岛、横港、清凉村、中洪村（金山

农民画村）、枫泾古镇（枫泾医院）、
枫泾汽车站”等 8个站点，线路全长

25公里左右。沿途停靠的各个站点
都是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点，小桥

流水、景色如画，别具江南韵味。首
末班车时间为 7:30-17:00，单程运

营里程为 25公里、约开行 60分钟，

单日发送班次 5班，票价为 5元（一
票制）。目前支持现金、公交卡、市民

卡、支付宝乘车码及银联支付，不享
受老年人乘车优惠。另外，值得一提

的是，西枫线全线采用氢燃料公交
车，具有操作简便、行驶平稳、噪声

小等优点，为往来乘客带来更优质
的乘车体验。

路通了，心也通了。项目中的潮

里泾大桥，让曾经隔河相望数十年

的浙沪两地成功牵手，让“断头路”
从此变“通途”。省际间“最后一公

里”出行难题解决了，方便的不仅是
金山、嘉善两地超 130万常住人口，

枫泾、西塘两大古镇景区的游客也
将从中受益。

据悉，长三角一体化省际互联

互通项目姚杨公路-叶新公路通车
暨西塘-枫泾毗邻公交首发仪式是

当天嘉善举办的全县重大项目集中
开竣工系列活动之一。此外，嘉善还

举办了梅花坊城市客厅项目开工仪

式、平黎公路改（扩）建工程（镇北路
至芦墟塘大桥东侧段）开工仪式等

活动。
通讯员 宋依依 本报记者 杨洁

这条沪浙“断头路”今天正式通车
西塘-?泾跨省公交线路同步开通

    以上海松江为起点，以 G60高

速公路为纽带，一条科技创新的“黄
金走廊”，正串起沿途长三角地区 9

个市（区）共同辉映。
未来，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将

建成什么样？昨天下午，贯彻落实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推

进大会暨推进 G60科创走廊建设专

责小组扩大会议（2020长三角 G60

?创走廊联席会议）给出了答案。

为什么他们选择松江？

腾讯 AI超算中心、G60脑智科
创基地、AST超硅半导体……近期，

一批百亿级新基建重大产业项目相

继在松江落地开工，计划总投资超
3000亿元。为什么他们都选择松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脑科学
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蒲慕明告诉记

者，这里为孵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
条件。“G60脑智科创基地主要做中

游研发工作。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孵

化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让它成为
产品，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

展。”蒲慕明说，“目前基地一期已有
部分科研人员入驻，预计 2021年科

研人员有百余名。”
对于企业而言，跨区域协作联

动更加流畅便捷。科大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刘伟对此深
有感触。“C919国产大飞机生产过

程中有一些大尺寸部件，过去靠单
台机器人无法搬运，现在我们通过

5G与 AI技术结合，可以指挥调度
多台 AGV机器人组成编队搬运。”

刘伟告诉记者，这项技术成果已作

为工信部 5G典型应用场景投入示
范应用，这也得益于长三角 G60科

创走廊的要素集聚与产业链上下游
配套，“5G技术来自松江，北斗技术

来自杭州，机器人制造装备技术来
自上海和苏州……三个团队配合协

作，共同攻克这个难题。”

下一个五年如何建设？

新起点上再出发，下一个五年，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将如何建设？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建设方
案》明确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先进走
廊”“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先

试走廊”“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行走

廊”的战略定位，给出建设时间表、
路线图、任务书。

《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2年，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地区研发投

入强度达到 3%，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5%，上市（挂牌）企业数量年均新

增 100家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年均
新增 3000家左右，引进高层次人

才、应届高校毕业生等各类人才每
年不少于 20万人。

力争到 2025 年，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地区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2%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8%，形
成若干世界级制造业集群，在国内

外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
提升，成为我国重要创新策源地。

《方案》还进一步明确了“打造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创新主

体”等 18项重点举措。
未来，这条“黄金走廊”将凝聚

更强大的合力，促进更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杨洁

科创“黄金走廊”未来什么模样？
至 2025年形成若干世界级制造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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