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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申城供水

再添保障，原水西环线工程、迎宾水厂

原水管工程和闸北水厂改建工程昨日

集中开工。此次集中开工的供水保障

项目，对满足市民对优质饮用水需求、

改善民生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

要的意义。

原水西环线工程由原水西环线南

段工程、原水西环线北段工程组成。工

程与青草沙-陈行库管连通工程连接，

共同实现青草沙、陈行及黄浦江上游原

水系统的双向输送与补给。同时，工程

将为青草沙水库过江隧道检修创造有

利条件，并为规划虹桥水厂供给原水。

迎宾水厂进厂原水管工程是迎宾

水厂配套项目，工程内容主要为新建2

根8.3公里管径1400毫米钢管，并同步

实施排水排气、管线综合自动化监测等

附属工程。建成后，将向迎宾水厂输送

青草沙原水20万立方米/日，结合此前

迎宾水厂（一期）工程运行20万立方米/

日，设计总规模达40万立方米/日。浦

东新区北部片区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将

进一步提升，实现2024年底全市水厂

深度处理工艺全覆盖。

作为上海市区供水深度处理的最

后一块拼图，闸北水厂改建工程注重构

建智慧水厂。未来，闸北水厂将采用“臭

氧+生物活性炭”工艺，提升水质安全性

和稳定性。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百年水

厂，闸北水厂的老办公楼、出水泵房和水

塔均为区级文物保护建筑。此次改建将

文物建筑、新建建筑以及周边城市环境

整体构思，从“历史遗存、周边环境、整体

街坊”出发，在满足水厂功能提升的基础

上，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历史价值、文化价

值和环境价值，力争将闸北水厂建造成

为兼具功能性、文化性、历史性、当代性

和艺术性的“百年水厂”。

上海供水保障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 叶薇）看“天宫”
翱翔，感受“太空家园”的浩瀚。今

天上午，“逐梦寰宇问苍穹——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成就展 ·上海站”在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展览

将持续到2024年2月16日，全面

系统回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十

多年来自信自强、奋斗圆梦的辉

煌历程。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

式立项实施，2022年圆满完成“三

步走”战略任务，全面建成中国空

间站，目前已正式进入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阶段。经过三十多年几代

航天人的接续奋斗，历史性地实现

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成功

突破掌握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

创造了重大飞行任务“30战30捷”

的辉煌战绩，建成命脉完全掌握在

中国人自己手中的大国重器，走出

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载人航天

发展道路。

进入展区，观众能看到“天宫”

空间站组合体的1比4模型，从空

间站组合体模型下仰望，可以体会

从地球望向空间站的浩瀚感受。

与其他“白白净净”的展品不

同，神舟十四号返回舱银色的外

身布满被烧蚀过的棕褐色痕迹。

这是一件曾亲临太空的珍贵展

品，2022年12月4日，航天员陈

冬、刘洋、蔡旭哲正是乘坐着它返

回地球。

天和核心舱作为中国空间站

的管理和控制中心，也是航天员在

轨工作生活的主要场所。展会现

场，观众可看到天和核心舱1比1

模型，感受“太空家园”的浩瀚。

空间交会对接是人类载人航

天活动的一项关键技术。没有它，

就无法实现空间站“搭积木”式的

组装建造和航天员的定期更换。

被誉为“太空之吻”的对接机构这

次展出了初样实验件。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被誉

为“太空战甲”的舱外航天服也将

闪亮登场。一件舱外航天服其实

就相当于一个微型载人航天器，近

百种单机产品、数万个零部件，都

要装到只有一件衣服大小的空间

里，难度可想而知。

此次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展期50天，主要展品还包括长征

二号F、长征七号、长征五号B、长

征十号运载火箭等模型、新一代载

人飞船及月面着陆器等未来载人

登月主要飞行器产品模型。

本次展览特别展出了由上海

承担研制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模

型、柔性太阳翼、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船话音处理设备、神舟七号伴

飞卫星等展品，向公众展示载人

航天工程中的上海力量。上海航

天技术研究院还负责参与研制了

载人航天工程中空间站其他舱

段、载人飞船、货运飞船及长征五

号B运载火箭等飞行产品。

展期内还将举办多场航天科

普教育活动及航天文化传播活

动，让公众进一步深入了解载人

航天，参与支持载人航天，激发公

众特别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

未知、追逐理想的热情。

看“天宫”翱翔 赴“星辰之约”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成就展在沪开幕

本报讯 昨天，

上观新闻客户端

10.0上线暨融合发

展推进会在上生·新

所举行，主题为“融

到‘深’处，焕‘新’出

发”。

在媒体融合作

为国家战略整体推

进的十年间，解放

日报社先行先试，

2013年推出上海观

察客户端，2016年

将上海观察更名为

上观新闻，同时启

动深度融合、整体

转型，实施“一支队

伍、两个平台”的一

体化运作。10年来，

上观新闻坚持“站上

海，观天下”，充分发

挥党报客户端的优

势，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不断壮大主流

舆论阵地，放大主旋

律报道声量，展现了

主流媒体的担当作

为。站在新起点，上

观新闻将进一步加

强全媒体传播体系

建设，打造更有竞争

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昨天，上观新

闻客户端10.0版本

上线。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在解放日报 ·上观新闻设立的媒体

融合传播实践基地成立，旨在共同培

养具有全媒体传播能力的人才队伍，

推动媒体融合高质量发展。上观新

闻 ·挪瓦咖啡联名主题店揭幕仪式、

2024上观 ·美团公益计划发布仪式、

上观新闻与久事公交共同打造的上

观十年 ·主题公交发车仪式等活动同

时启动。

打
造
更
具
竞
争
力
新
型
主
流
媒
体

上
观
新
闻
客
户
端

上
线

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新年
来临之际，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

崇明线南港及北港越江盾构现场

工地传来消息，经过一年多的持

续掘进作业，“申通号”和“申崇

号”超大盾构累计掘进超过8000

米（4000环），顺利完成前半程推

进任务（见左图 记者 陈梦泽 摄）。
目前6座车站（金吉路站、申

江路站、高宝路站、凌空北路站、

长兴岛站、东滩站）已开工，其中

高宝路站主体结构已封顶，4座

大小盾构转换井已开工3座。越

江超大盾构南港累计完成推进约

4.6公里，北港累计完成推进约

3.6公里；长兴岛站-长兴北转换

井小盾构区间预计2024年初实

现双线贯通。据悉，崇明线是崇

明一体两翼交通格局的首发项

目，将首次以全地下形式两次穿

越长江。

崇明线越江超大盾构
推进超8000米

■ 现场展示的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模型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10.0

近年来，车墩镇作为松江南部新城核心区域，开足马力

抢抓发展机遇，做强镇域特色产业，以城市更新之力，全力打

造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2017年起，作为“工业重镇”的车墩镇，为破解土地资源

瓶颈、促进转型发展，全力探索工业园区二次开发新模式新

路径，形成了以房换地、集体主导、股权换地、企业自主存量

增容、品牌强强联手等多种工业土地二次开发的新模式。如

今，车墩镇约有16000个市场主体、近1200家工业实体企业、

265家外资企业、25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和4300多家影视文

创企业。2023年预计实现财税总收入36.8亿元，其中地方财

政收入11.01亿元，财税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双双再创历史

新高。按照计划，车墩镇计划盘活工业用地700余亩，将新增

建筑面积50余万平方米，为未来全镇实体经济和先进制造业

开拓了充足的产业空间。

随着中高端汽车品牌4S店的纷纷入驻，位于车墩北松公

路的汽车4S店阳光走廊已成为车墩经济特色“名片”之一，并

于2022年荣获上海市商务委下发的上海市汽车品质消费示

范区（创建）称号，不断聚集的汽车企业和不断完善的产业链

让品牌效应将进一步凸显，为区域产业发展攒足了后劲。

如果说厚植产业根基为产城融合发展夯实了基础，那么

优化营商环境则为高质量发展迸发出了新动能。通过以法

治“坐镇”，打造营商环境强磁场，成立4S阳光走廊法律服务

站、车墩镇工业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帮助经营主体防范化

解风险，促进企业创新活力释放。此外，通过成立车墩镇人

才服务站，建 设以产业人才客群为定位主体的

派米雷 · link新界（车墩）

未来社区，进一步赋能区

域人才服务，全面激

活产城融合“人才

引擎”。

（蒋斐滢）

打造产城融合
高质量发展“车墩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