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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马丹）1872年，

徐家汇观象台正式落成，并于同年

12月开始长达上百年从不间断的

气象观测，记录下申城150年来的

阴晴雨雪，今年是上海徐家汇观象

台建成150年。记者今天上午从在

上海气象局举办的“我们和天气

150年”论坛上获悉，徐家汇百年气

候站将完成现代化“升级”，未来，它

将作为“上海国家气候观象台”，为

超大城市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

精细化治理和服务碳达峰与碳中和

等国家战略提供有力的基础科技支

撑。今天的论坛上，上海市气象局

还与上海数据交易中心达成合作协

议，共同推动气象数据入驻上海数

据交易中心，并特别发布“我们和天

气150年纪念数字藏品”。

经历了百年，上海的气象观测

已步入现代化。尤其是近年来，上

海气象监测更精密，形成了自动气

象站、天气雷达、风廓线雷达、铁塔

气象站、大气成分站等组成的综合

性城市气象综合观测体系，而X波

段双偏振雷达、X波段相控阵阵列

雷达等组网观测，也已成为天气预

报员捕捉天气风云变化的得力助

手。与此同时，上海已经建起了无

缝隙气象预报体系，0到10天的智

能网格预报业务可以精确到“5公

里”分辨率。去年，全球唯一国际性

台风专业研究机构——亚太台风研

究中心在上海揭牌成立，承担多项

双边合作项目、世界气象组织示范

项目。记者了解到，基于上海已有

的连续、立体、全天候、高分辨率的

超大城市多圈层气候观测系统，已

经批复建设的国家气候观象台未来

将针对强人类活动影响下河口湾区

沿岸超大城市气象核心科学问题，

强化基于观测的综合研究，构建“一

站多点多能、点面结合”的观测布

局，提升城市高影响天气气候预报

服务能力，推动国内外开放合作、人

才培养平台。

论坛还透露，“市民随申气象

台”即将在“随申办”移动端正式上

线。市民不仅能在“随申气象台”里

查到天气预报，还能根据地理位置

的定位，精准掌握任意地点的天气

信息，了解健康防护、气象科普、旅

游天气等生活服务信息，享受“气象

灾害证明”开具线上申请等便民服

务。市民还可通过“人生天气档案”

查询，追溯人生纪念时刻。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今天上

午，上海城投租赁住宅品牌“城投宽

庭 ·江湾社区”正式运营，这是上海

城投推向市场的保障性租赁新社

区，共建有1719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城投宽庭 ·江湾社区”位于杨

浦区国泓路，房型包括一房（约29

至63平方米）、两房（约73平方米）、

三房（约98平方米）多种户型，可满

足单身、小两口到四口之家的需

求。上海城投置业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市场部副总经理戴伟强介绍，“江

湾社区的租赁均价在每天4.6元/平

方米，这个价格是根据第三方评估

机构对周边房价的调研，为同地段

市场租赁的9折。”

设施配套上，江湾社区打造的

是开放式街区和围合式生活院落布

局，有约3000平方米商业配套以及

约800平方米公共服务空间。规划

配置上，有上海城投自有品牌餐饮

店“宽璟轩”、便利店、健身房、洗衣

房、共享厨房等多元业态。

哪些人可以申请租赁？城投相

关负责人说，在准入条件上，依据的

是上海市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比

如，申请人需满足在上海就业，而且

在上海一定区域范围内人均住房面

积低于15平方米等条件。“今天集

中配租的都是重点企业引进的人

才、大学应届毕业生等，最快他们月

底就能办理入住。”该负责人说。

今天上午，随

着一根钢柱稳稳吊

装好，位于闵行区

浦江镇的110千伏

苏近变电站开始主

体施工。该变电站

将于明年6月中旬

投运，届时，浦江镇

近几年用电负荷紧

张现象将可大幅缓

解，居民用电将更

为舒心。

本报记者

孙中钦 罗水元
摄影报道

记录上海150年阴晴雨雪

升级为国家气候观象台

苏近变电站
今主体施工

上海又一批保障性
租赁住房投入运营

徐家汇
观象台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签约寿仙谷院士工作站

11月1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药用菌学会主席李玉率队来浙江寿仙谷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参观考察，并举行院士入站签约仪式。浙江省武义县政协主席李杨勇，武
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何峰陪同参加。

座谈会上，寿仙谷相关负责人从企业概

况、研发条件、研发成果、发展规划四个方面

对寿仙谷的科研工作做了介绍。

近年来，寿仙谷围绕基础研究、药材饮

片、生产制造和临床价值等问题开展研究，从

珍稀药材种质资源选育开始，一直到5000多

亩种植基地的建立，后端的产品加工和销售，

构建了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创建了“一

链二体三全九化质量管理体系”，以保证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公司以“院士专

家工作站”为核心，组建了15个科

研创新平台，其中国家级科研

平台有3个，科研面积有

13000多平方米，研发人员

有152人。

李玉指出，寿仙谷作

为国内灵芝、铁皮石斛行

业第一股，行业龙头企业，

起到了标杆作用，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自觉运

用三物循环、三物融合的先进理念，指导食用

菌产业发展，加快建设食用菌强国步伐。院

士工作站要建立标准化实验室、图书馆、资料

室，配齐配好相关设备设施，科研实验室要尽

快开展工作，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建立科学的实验步骤，保证生产每个环节的

质量；要加强中医药理念建设，推进中医药传

承保护和科技创新，统筹推进文献传承和活

态传承，扩大科研范围，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

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要加

强高精尖人才队伍的建设，在物

质基础、药理药效、临床应用等

各方面不断加强深入研

究，同时加强企业的文化

建设，在更高水平上取得

更多的科研成果。

会前，李玉院士一行

实地参观了院士工作站

建设情况，考察了寿仙谷珍

稀食药用菌品种繁育及智能栽

培示范工厂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