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今天，复旦大学
招办发布2021年本科招生培养新举措：本年
度，学校招生计划在大部分省份都有增加。

招生类别包括高考统招录取、综合评价、国
家和高校专项计划、强基计划、特殊类型招

生等，为各类考生进入复旦提供多种路径和
可能。

复旦招办负责人透露，今年招生专业的

一个亮点是，全面推出人文科学试验班，下设
中国语言文学类、历史学类、哲学类三个专业

类，各学科均入选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

培养基地，并获评A类。同时，技术科学试验班
新增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航空航天类、保密技

术等专业，下设专业（类）数量增加到16个。

另外，今年复旦大学转专业范围进一步
扩大，除俄语、朝鲜语、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只录取有专业志愿的考生，入学后不实行校
内转专业政策以外，包括护理学、法医学、核

工程与核技术在内的其他专业均给予学生两
次转专业的机会，各转出专业对转出的人数

和学习成绩排名均不作限制。

据介绍，作为一所世界一流、国内顶尖的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复旦大学的综合性体现

在综合实力雄厚和学科门类齐全上。QS世界
大学排名中，复旦大学列全球第31位，内地高

校前3位。
“十三五”期间，复旦大学学科建设持续

取得重大进展。人文社科方面，获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总计16项，
位居全国第一。理工医科方面，在《自然》《科

学》《细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以通讯作者或第

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50篇，近五年发文
总数位列全国第三。

复旦招办强调，今年新入校的本科生，

将全部纳入“2+X本科培养体系，即一方面
注重通识教育和专业培养，夯实学生发展

基础，另一方面基于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
提供专业进阶、跨学科发展、创新创业等多

种发展道路。同时，为有志于学术研究发展
的学生，复旦特别设立了本硕博贯通的培

养模式：在本科阶段，学生可以在强基计
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和本科荣

誉项目中，获得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和本科

生学术研究计划资助，强化科研能力训练；
在本科高年级获得加入卓博计划，贯通博

士生培养的机会，迅速成长为引领未来的
优秀青年学者。

    本报讯 （通讯员 葛一瑾 记者 江跃

中）居民小区停车“一位难求”，怎么办？在近
日普陀区万里街道召开的车辆停放管理推

进会上，万里名轩居民区党总支和苏宁银河
物业、家乐福万里店代表共同签订党建共建

协议书，推出一项新举措：采用“潮汐式停
车”法解难题。

所谓“潮汐式停车”，就是根据上下班停

车的潮汐特征，充分利用企业、社区停车资
源，实行错时停车。

万里名轩建成于1999年，没有地下停车
设施。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区路面

停车位难以满足居民需求，停车成了“老大
难”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小区“邻居”家乐

福万里店及其所在的银河物业伸出援手，盘
活资源“挤”出20个车位供社区居民使用。项

目于今年2月试运行。停车收费价格分两档：

一是根据潮汐特征，周一至周五17:00至次日
8:00、周六周日全天停放，每月150元；二是全

天停放，每月200元。
这一停车价格经过多次“三方会谈”。

“因为小区停车位不够，邻里矛盾突出，最严
重时造成一星期连续报警情况，所以才会想

到和家乐福合作。最开始的价格是每个月

600元/辆，和小区停车费用相差太大。后来
我们坐下来谈了很久，跟对方说明居民实际

情况，金额相差太大的话，居民没法接受，达

不到潮汐式停车的目的。他们也是做出了很
大的让步，把价格调整下来。”万里名轩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赵斌说。
“近些年，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的要求，

给我们服务行业带来新的挑战，加强社企交
流，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解决居民生活

的实际难题，增进居民福祉，是社企双方都

在关注和探讨的课题。作为服务社区的红细
胞，今天我们签约社企共建，共商社区管理

发展，同破居民生活难题。希望能以共建促

党建，促进基层党建更深入的交流合作。”银
河物业开发经理邵先生说。

小区车辆停放管理关系到小区公共秩
序，更关系到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万里街

道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重要理念，通过挖潜增加停车设施供给、

盘活既有停车资源、提高车辆停放管理水平

等方式，缓解区域停车难问题，促进停车治
理与生活环境、城市交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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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年长500千伏变电站换
增容60%创纪录 惠及23万户居民

复旦发布今年本科招生新举措
全面推出人文科学试验班 技术科学试验班专业增至16个

心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上海电网今年迎峰度夏之际传出好消息：历经近三年“换心手术”，500 千伏黄渡变电站改

扩建工程如期送电投运。自此，这座上海“最年长”的 500 千伏变电站增容 60%，成为目前申城最

大的 500 千伏交流变电站，将填补上海西北部电网在高峰时期的电力缺口，为今年迎峰度夏提供强有
力的安全保障。同时，将助力嘉定、青浦、松江三个新城建设，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新纪录
与一般变电站塔网林立不同，记者走进

500千伏黄渡变电站，满眼所见的是如同炼

油厂“输油管”一样的管道。
黄渡变电站负责人陈宁告诉记者，这些

管道是气体绝缘输电线路（GIL）———中央是
导线，导线外是绝缘的惰性气体。线路总长8

公里，创下国内500千伏交流变电站同类项

目之最。这些管道一端连着4台1200兆伏安
主变压器，另一端连接一幢一眼看不到尽头

的新“厂房”。
“这4台新建的1200兆伏安主变压器，使

黄渡变电站整体变电容量从3000兆伏安提
升到4800兆伏安（增容幅度60%），成为上海

目前最大的500千伏交流变电站，也创下了
国内变电站改造新增设备容量之最。”陈宁

说，新增的1800兆伏安容量相当于新建两台

90万千瓦发电机组，可供应近23万户居民的
生活用电。

陈宁介绍，那幢“厂房”是新建的500千伏
GIS设备楼，面积达5600平方米，是目前国内

最大规模的500千伏开关（GIS）设备楼。楼内
新建的500千伏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规模

也创下了同类设备户内之最，其“能量”相当于

以往8万平方米露天变电设备的“能量”。

高难度
500千伏黄渡变电站改扩建工程是国内

施工难度最复杂、作业风险最高的变电站改

造工程。扩建工程项目经理李洋介绍，为“驯
服”GIL惰性气体绝缘层，拼接一根根通管

时，精度达到了毫米级顶尖水准。为便于后
期远程监控，还安装了智能设备实时监控

GIL通管的每一个气室。

同样难的是，新建的GIS设备楼有17.5米
高，但它的正上方有离地仅30米高的高压

线。为使变电站正常运行不受工程影响，新
建GIS设备楼时，高压线不能停电，如此高风

险近电作业，难度堪称“螺蛳壳里做道场”。
为此，施工前项目部通过环境实景和工

程虚拟图像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工程BIM技

术对施工方案作全流程预演。施工中要在高
压线下打1000多根36米深的桩基，他们不得

不一根根先分节打，然后在地下拼接。把屋顶
吊至17.5米高安装时，还专门安排人在上面

拉线预警。施工时要穿厚厚的屏蔽服，一轮操
作下来，施工人员的衣服都湿得能拧出水来。

强动力
功夫不负苦心人。500千伏黄渡变电站

改扩建工程如期送电投运后，国网上海检修

公司副总经理崔新奇终于松了口气。
崔新奇介绍，黄渡变电站投运于1987

年，是上海首座500千伏变电站，供电范围涵
盖嘉定、普陀、青浦、长宁等区域，同时还有

两回线路与江苏电网连接，被誉为上海西北
部地区的“电力心脏”。

“这次改造，不只是‘变身’，更是‘换心’

———‘变身’后，GIS设备楼和GIL抗风筝等
‘天外来物’的能力更强了；‘换心’后，变电

站不但容量更丰裕更有活力了，也更安全更
可靠了。”崔新奇认为，这将解决上海西北部

电网在高峰时期的电力缺口，为今年迎峰度
夏提供更多安全保障，而且将助力嘉定、青

浦、松江三个新城建设，为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本报记者 罗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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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上海 500千伏黄渡变

电站完成改扩建工程送电投运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