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街角
与艺术相遇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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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北横通道西段通

车后，东段的建设也正在加紧。记者获悉，北
横通道东段工程全长 8.2公里，包括文安路至

双阳路隧道和隆昌路下立交。目前，隆昌路下
立交已通车，而隧道段的两台盾构“纵横号”

“建功号”计划今年下半年开始掘进。
记者昨日在北横通道东段的起始点福建

路工作井看到，十多名建设者正在安装盾构

“建功号”的机头部分。“‘建功号’刀盘近日下

井，目前正在安装机头，之后还要安装车架等
盾构部件。”城投公路集团第三事业部第二指

挥部总工程师孙威介绍，和西段的盾构段相
比，东段在周家嘴路地下掘进，地下管线和交

通都很复杂。此外，和西段只有“纵横号”一台
盾构工作相比，东段有“纵横号”、“建功号”两

台盾构机相向掘进，工期有望缩短一年，大大

加快建设速度。

“北横通道全线长 19.1 公里，东段工程
自天目路立交文安路接地点至周家嘴路内

江路，计划 2023年建成通车。”城投公路集
团第三事业部总工程师侯剑锋告诉记者，

北横全线通车后，从杨浦开车到虹桥机场，
全线没有红绿灯。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只要

30分钟。比起以往走内环，可以节约 15 分

钟到半小时。

据悉，北横通道全线建成后，通过西头连
接的北翟快速路和东头连接的周家嘴路越江

隧道，与现在通常走延安高架路的方式相比，
“大虹桥”和“大浦东”将多一条直达的快速道

路。同时，解决了虹桥机场至上海火车站快速
主干道仅为延安高架路的尴尬，给予市民游

客更多的出行选择。

两台盾构计划下半年开始掘进

北横通道东段2023年建成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昨天，在浙江杭

台高铁建设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对长钢轨
平铺设在无砟道床上，标志着杭台高铁全线

完成铺轨，顺利实现贯通。杭台高铁预计今年
年底前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开通后台州到杭

州的铁路出行时间将由目前的 2小时左右压
缩至 1个小时左右；目前上海到台州的高铁

全程运行时间在 3小时左右，杭台高铁开通

后，上海到台州有望 2小时左右到达。
杭台高铁采用“WZ500铺轨机拖拉法”

进行铺轨作业，铺轨速度快，安全性能高，铺
轨进度每天 6公里以上，最高进度可达每天

9公里。
杭台高铁连接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是

国家沿海铁路快速客运通道的组成部分，北

起杭州东站，利用杭甬高铁至绍兴北站，之后
新建正线至台州市温岭站，线路全长约 266.9

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新建正线设绍兴
北、上虞南、嵊州北、嵊州新昌、天台山、临海、

台州中心、温岭 8个车站。
杭台高铁建成运营后，将联通沪昆高铁、

商合杭高铁、宁杭高铁、杭黄高铁、杭深高铁，

接入长三角地区高铁网，形成一条长三角核
心区辐射浙西南地区、浙江省内沟通杭州都

市区与温台沿海城市群的快捷通道，对温台
城市群融入长江经济带，扩大浙江省“1小时

交通圈”范围，助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记者从铁路上海
站（下辖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上海
西站、南翔北站、安亭北站、安亭西站）获悉，6

月 25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
运行图。新图实施后，京沪高铁运行列车调整

变化大，苏北地区运能再次扩容，上海虹桥站
首开直达许昌东站高铁，上海南站首开北京

南站动卧，上海西站首开始发列车。铁路上海

地区日常开行列车将增至 583对，创开站以
来历史新高。

新图中，京沪两地间时速 350公里“复兴
号”列车加密开行，开行列数由 10列增加至

13列。京沪两地双向 7：00至 19：00间每个
小时段均有一趟时速 350公里“复兴号”列车

开行，开车时间分布更均衡，旅客可选择车次

更多。其中，上海虹桥站至北京南站由 7列增
加至 9列、上海站至北京南站由 3列增加至

4列，填补了 11：00、13：00、16：00三个时间
段 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空白。

调图后，原上海虹桥站始发至北京南站
的 D704次列车，将调整至上海南站始发（上

海南站 17:49开，次日 07:11到达北京南站），

全程 13小时 22分，这也是上海南站首次开
行至北京南站的动卧列车。

上海西站将首次开行始发旅客列车

Y701次，Y701次由上海西站至嘉兴站（上海
西站 8:48 开，9:45 到嘉善站，10:01 到嘉兴

站），全程运行 1小时 13分。

杭台高铁全线贯通 预计年底运营

上海到台州或 2?时可达
京沪间“复兴号”列车加密开行

上海西站将首开始发列车

    7岁的恬恬（化名）和许多小

女孩一样， 梦想着成为一名舞蹈
家。可是她得了一种名为黏多糖储

积症的罕见病， 因为骨骼发育不
良，她的身高还不到 1米。“我最喜

欢跳舞，但我跳舞的时候经常会摔
倒，我害怕我会死……”

这样的话从孩子口中听来格

外揪心。但对于恬恬这样的罕见病
患者而言， 近日有好消息传来，又

有一些罕见病的相关药物列入目
录，实现“有药可医”。

用不上药或用不起药，一直是
困扰罕见病患者及其家庭的重要

原因之一。尽管罕见，却依然被“看
见”。 近年来，在全国两会、上海两

会上，不断有代表、委员为他们呼
吁， 尽快出台罕见病和罕用药制

度， 建立罕见病医疗救助机制，建
立罕见病专项基金等。而相关部门

也十分重视，在各方推动下，上海
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地方性非公募
基金会， 并公布了罕见病目录，明

确把一些疾病列为罕见病； 还通过一轮轮医保

谈判的努力， 把多种罕见病药物纳入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罕见病防治的一步步推动过程，

可谓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象征。

在昨天召开的十一届市委十一次全会上，

首次聚焦一个“软”话题，即城市的“软实力”，许

多普通人的暖心小事被“点名”了。 永康路上的
网红熊爪咖啡店， 背后折射的是社会对残障人

士的关爱；街头的小小爱心接力站，为环卫工人
和快递小哥等提供了歇歇脚的补给站， 读出了

市民的热情；明天华城的“土豆阿姨”，则凸显了
疫情中守望相助的温暖。

一个城市为什么让人倾心、念念不忘？不同
场景下的“群像”图生动描摹出新时代市民的新

形象：风雨来袭时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承平顺
境时毫不懈怠、 奋发进取； 日常岗位上精益求

精、追求极致；平时生活中有爱有善、和睦和谐。

也正是每一个“罕见”都被“看见”，人们才

发自内心地为这座城市点赞，汇聚于此，让其成
为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魔都”。

    本报讯（记者 马丹）阳光“满格”，申

城近日连晴。在阳光助力下，今天气温攀升
迅速，早晨全市最低气温多在 18、19℃附

近，而徐家汇站更是“高”达 22℃左右。白天
本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直逼 33℃，一片盛

夏景象。难道今年的梅雨就此告终？气象专
家表示，“梅”姑娘只是休了个“短假”，晴好

天气会持续到本周五，但周六随着梅雨带

北抬，梅雨会重返申城。
所谓梅雨，本质就是季风爆发，雨带向

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及江南北部的一个进
程，过程中雨带可能有南北摆动，也可能是

减弱后再度建立，这也意味着进入梅雨期
间并不一定天天都有降水。

通常，和入梅一样，申城出梅也有一套
颇为严格的气象学标准。副热带高压是和

梅雨季节密切相关的重要天气系统———待
到夏初，当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抬，控制

华东中部地区，上海晴热少雨、进入盛夏，梅
雨天气才算结束。但从目前的天气系统来

看，副热带高压南落至海上，雨带也只是暂

时南退到华南一带，所以，本周六前后随着
雨带北抬，“梅”姑娘就会重回岗位。据上海

中心气象台预报，周六起，本市又会切换回
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到月底前几乎天

天都有雨报到。
在不少市民儿时的记忆里，梅雨季节

应该是滴滴答答下个不停，有种绵绵不绝

的感觉，更有诗句描绘：“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然而，近年来，梅雨悄悄

变得不那么“缠绵”，大部分时间都是静悄
悄的，但一旦下起雨来就气势十足。气象专

家表示，近十年来，申城的梅雨非典型“症
状”明显，市民对梅雨的感觉没那么明显

了，一方面，“非典型”梅雨多以过程性的阵

雨或雷雨为主，降雨间有了间歇，让人觉得
雨“变少”了，另一方面，城市建设水平提升

后，申城看“海”的机会也少了。
其实，今年的梅雨季雨下得并不少。比

起前几年雨少、高温的梅雨季，今年的梅雨
长时间过程性降雨还是较为明显的。“只不

过雨水有了间歇后，雨给人带来的感受变

弱了。”

申城近日连晴 梅雨周六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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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 6个月施工，上海城市规

划展示馆周边的城市更新项目竣工，
昨天起正式开放。总面积约为 5344平

方米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周边城市
更新项目工程，东至西藏中路、南至人

民大道，西至人民公园围墙边，北至人
民广场地铁站 16号出口北侧。

如今，城市规划展示馆周边成为

了城市街角与艺术相遇的场所，丰富
的层次与色彩将城市的街景、历史建

筑、活力商业等元素引入视线，与场地
融合交织，增加互动性和新活力。市民

漫步其中，感受到的是一个更高品质

的城市公共空间。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