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迎二十大 非凡十年 我的获得感

上马奔驰 上艇破浪 象棋决战上海中心 网球大师杯再升级

顶级赛事助力上海体育腾飞
金秋十月，上海的体育赛场也迎来格

外忙碌的一个月。国庆假期，2022明日
之星冠军杯作为一项全新的青少年足
球赛事在上汽浦东足球场开幕。国庆
过后不久，第二年举办的上艇也将如约

而至……从1993年举办第一届东亚运
动会起，每年都会有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重
大体育赛事在上海上演，展现赛会之都的
激情和魅力。从引进赛事到自创赛事，十
年里，申城体育人始终“赛不停”。

杨戌雷：驻守亚洲最大污水处理厂

80后技改形成30余项创新
本报讯 根据市

卫健委今早通报，本

市昨天无新增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新

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6例，均在隔离管控

中发现。本市当前

划有9个中风险区。

近期境内外疫情

仍有流行蔓延，国庆

假期人员流动、聚集

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加大。明起本市将迎

来假期返程高峰，市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发布的

国庆假期人员安全

有序流动防疫提示：

所有来沪返沪

人员抵沪前应通过

“来沪返沪人员服

务”小程序准确详细

填报相关信息；抵沪

时按照有关规定配

合做好“落地检”；抵

沪后24小时内就近

进行核酸检测并加

强自主健康监测，减

少不必要的人群聚

集活动。国内疫情

中高风险区及实施

静态管理区域的人

员应暂缓来沪返沪，

待所在地区风险等

级降至低风险或解

除静态管理措施后再来沪返沪。

7日内有国内疫情高中低风险

区、县级以上政府宣布实施静态管理

措施区域、本市重点关注区域等旅居

史的来沪返沪人员，应在抵沪后尽快

且不得超过12小时向所在居村委和

单位（或所住宾馆）报告，并配合做好

隔离观察、健康监测、“三天两检”等

相应健康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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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风采
二十大代表风采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污水处
理厂，承担着上海约1/3的污水处理量，污水日处理
规模280万吨，污泥日处理规模486吨干基。这里
有一位80后“污泥处理大师”——上海城投污水处
理公司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车间主任杨戌
雷，他和他的团队用精湛的技术和前瞻的工艺，不
断改善着上海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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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IP闪亮
每年金秋，对于上海东浩兰生

赛事公司副总经理李理而言，就是

一年最忙碌的时候——东浩兰生赛

事旗下的两项王牌赛事上海国际马

拉松赛（上马）和上海赛艇公开赛

（上艇）将先后举行。

作为上海市历史最悠久的品牌

赛事，上海国际马拉松已经跑过了

25年。两年前，上海国际马拉松正

式晋升为国际田联白金标赛事。这

是中国首个马拉松白金标赛事。这

个新的标签，是一种近乎于和“世界

六大马拉松大满贯”平级的评价标

准。上马升级的背后，其实是对上

海办赛标准的一种褒奖。在李理眼

中，25岁的上马如今已成为一名领

跑者，带领着旗下近十项各类等级

路跑赛事，串起申城跑者一整年的

体育幸福。作为今年首个回归的路

跑赛事，2022上海十公里精英赛将

于11月6日蓄力开场。

一个是用脚步丈量城市风景，

另一个是在苏州河水波荡漾里感受

申城魅力。从去年开始，一项全新

的赛艇赛事——上艇在上海诞生。

上艇诞生之初，就拥有辨识度极

高的标签：城市水域的景观赛事。以

上海母亲河苏州河为赛道，整个赛程

都发生在中心城区。4.2公里的追逐

赛，一路桨声水影，泛起的，是城市

变迁的感怀；抒发的，是海纳百川的

胸怀。李理透露，2019年开始筹备

上艇，当时就把赛事定位为对标上

马的顶级水上赛事，“上海是中国赛

艇运动的发源地，上海划船总会有

百余年的历史。上海也培养了许多

赛艇世界冠军、全国冠军。所以说，

上艇这项赛事是应运而生”。

除了两大IP赛事上马和上艇，

金秋，另外还有两项上海新创的自

主品牌赛事也成功破圈。

2022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昨

天在上汽浦东足球场落下帷幕，上

海U15蓝队在决赛中以3比0战胜

浙能绿城U15队，捧起冠军奖杯。

8支参赛U15球队基本代表了当前

国内U15年龄段的顶尖竞技水平，

可谓国内青少年足球国际交流的

“天花板”赛事。两周前，第二届上

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决赛在632米

高的上海地标建筑上海中心大厦

119层举行，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

棋艺水平，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

都是名副其实的“巅峰对决”。作

为上海自主创办的城市品牌赛事，

这两个年轻的赛事都被认定为上

海赛事中的培育型赛事，成为耀眼

新星。

立足本土、对标国际，为提振上

海城市精神、彰显上海城市品格，助

力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贡献

力量，这一系列自主品牌赛事正被打

造成为上海的一张张城市金名片。

顶尖赛事青睐
打造一流的国际赛事之都一直

是上海努力的目标，对线下赛事的

恢复，上海也一直在积极努力。据

悉，深受大家喜爱的上海ATP1000

网球大师赛，从2023年起将升级，

赛程将从原来的8天拉长至12天；

参赛规模更大，参赛阵容也更为强

大。球迷将有机会在上海体验到更

加精彩的网坛盛宴。

今年6月国际滑冰联盟通过决

定，2024年1月29日至2月4日在

上海举办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

届时上海市民将有机会在家门口欣

赏到世界一流花滑明星的表演。而

就在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确定后

不久，另两项重量级的世锦赛也相

继决定落沪——2025年赛艇世锦

赛、2026年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

锦赛，都确定将在上海举办。这不

仅是国际体育组织对上海的深情青

睐，更饱含对中国上海办赛的信心，

是借体育之力提升城市活力、振奋

城市精神之举。

赛事，不仅仅能带来经济效益，

更能为城市增加曝光度。全年赛不

停，这些赛事让上海“城市会客厅”

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上海标准，上海模式，已成为赛

事保证的金字招牌。上海一直在培

育符合上海气质的赛事。上海市体

育局透露，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

计划举办的国际国内赛事大多延期

或取消，好在下半年还有70多项国

际国内赛事在上海举办。市体育局

希望积极恢复国际赛事，同时将花

更多心血把上海原创的IP赛事做

大做强，打造一批既属于上海、也属

于世界的高品质赛事。

拉动效应超百亿，赛事的触角

已延伸到城市的方方面面。借助体

育杠杆撬动经济市场巨石，已经成

为赛事发展的新动源。如今，申城

各区正纷纷以体育赛事为媒介，集

聚发展体育产业。

随着赛事产业链布局的不断完

善，体育产业也将融入城市经济，助

推上海全面发展。上海正向着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目标前进。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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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扎根一线的产业工

人，得知自己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杨戌雷

内心激动不已，同时深感责任重

大。他表示，近距离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他会认真听讲，原原本本

记录好，向工人进行传达。自己也

一定会认真履职，传达基层一线的

声音和建议。

拼命摸索 勇做先行者
当年，杨戌雷会选择去念上海

市排水技校，源于儿时的一段小插

曲。“我的外婆家在苏州河边上，恰

巧附近有一个泵站。小时候，一个

泵站师傅告诉我，泵站的作用就是

把污水收集好输送到污水处理厂

去处理。然而，由于截污纳管在当

时还不普及，所以很多脏东西没能

收集好。”这便是杨戌雷对泵站和

污水处理最初的印象。

2002年从学校毕业后，杨戌

雷进入排水泵站做学徒工，默默跟

着师傅转现场、学技术，无论大事

小事、轻活重活都抢着干。很快，

他便能独立完成检修任务，同时他

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习维修电工和

钳工的相关技术。

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2011

年杨戌雷被委以一项史无前例的

重任。白龙港污水处理厂完成升

级改扩建工程，他调任污泥处理车

间主任，担负起整个污泥处理系统

的调试和接管工作。当时整个团

队包括他在内的100多人，完全是

零基础。既无专业背景，也无工作

经验，只能硬着头皮向外籍调试方

请教。有次，老外被问烦了，就说

了一句“Yangisaboy”。“这句话

意思就是你们什么都不懂，还太嫩

了。”杨戌雷说，这句话深深刺痛了

他，并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争气。

“没有经验，就要拼命摸索，摸

着石头总能过河。”那两年里，杨戌

雷几乎一大半的时间都住在单

位。他白天爬上爬下、钻进钻出，

摸管道、研究设备；晚上挑灯夜战，

翻图纸、学习原理，与团队小伙伴

们一起吃盒饭、打地铺。就是这样

一支“土八路”，在杨戌雷的带领

下，一年时间里全面接管了当时国

内处理规模最大、工艺最复杂、技

术最先进的污泥消化、干化、深度

脱水三大系统，同时也达到了稳定

运行的要求。

创新技改 解疑难杂症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边建设边

运行是常态，杨戌雷在实践中不断

创新，带领团队针对国外设备设计

上的缺陷、运行成本高、劳动强度

大等问题进行技改，攻克技术难

关。例如，污泥飞灰仓存在卸料不

畅的问题，卸灰时不是漫天飞灰就

是水漫金山。对此，外国专家给出

的解决方案是在仓体加装电加热

系统。而这套解决方案，对方报价

竟高达40万欧元。杨戌雷通过仔

细研究，决定在阀门位置加装几根

压缩空气管道。最终，问题得到了

彻底解决，而这次“手术”总花费不

到人民币3000元，以至于外国工

程师在回访时也由衷地竖起了大

拇指。

杨戌雷一系列的技改措施已

形成了30余项创新成果，更直接

或间接为企业累计产生4200多万

元经济效益。

作为党小组组长，杨戌雷说在

前面，也干在前面。他的徒弟李

星罡，从师傅身上看到了共产党

员埋头苦干的作风，郑重地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只要杨戌雷加班

加点，李星罡总是跟着他当助手，

赶都赶不走……

随着生活污水污泥处理量不

断增加，掌握相关技术和知识的

职工却青黄不接。为此，杨戌雷

以“劳模创新工作室”为阵地，为

工人倾囊相授理论知识和技术，

而且只要发现一个好苗子，就为

其提供成长进步的平台。多年

来，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先后培

养出13名技师、36名高级工等行

业紧缺技术骨干。“传承技术才能

真正造福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杨戌雷说。

本报记者 裘颖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