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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最大跨度的钢箱拱桥，

卢浦大桥近日结束建成后的首次结构

性大修。为使大桥保持“年轻态”，此

次大修主要涉及水平拉索系统、检修

步道、除湿系统、内涂装、排水系统、声

屏障路等。

更重“养桥”
20年前，上海黄浦江上第六座大

桥——卢浦大桥建成通车，南北高架

路的南延伸段延伸至该桥南端，其引

桥连接浦东、浦西，大大缓解市区交通

拥堵。同时，卢浦大桥造型优美，宛如

长虹卧波，有“世界第一拱”的美誉。

大桥通车以来，历经20年的高负

荷运行（双向日平均流量13万辆次），

大桥水平拉索系统、除湿系统、内表面

涂装、边跨排水等先后出现缺陷和病

害。上海市政总院卢浦大桥大修设计

负责人王瑞龙告诉记者，该桥整个主

体结构设计寿命一百年，但附属结构

设计年限不一样，比如伸缩缝设计年

限通常在15年，吊杆通常在20年，涂

装在15年至20年，要打造“百年大

桥”，不仅在建，更在养。

回顾以往，卢浦大桥2016年进行

水平索锚头整治；2017年，路面铣刨加

罩；2018年外涂装维修以及景观提升；

2023年，结构性维修。“此次结构性大

修2022年6月启动，主要是增强主体

结构防护，更换寿命到期的附属设施

组件，对于确保大桥主体结构的使用

安全和百年使用寿命十分关键。”王瑞

龙说，通过此次大修，进一步提高桥梁

结构稳定性、提升桥梁外观形象、强化

智慧数字化特性。

“祛湿疗法”
此次大修前，设计团队对卢浦大桥进行了

“体检”，发现横向贯穿于桥面及桥体的16根水

平拉索饱经多年风霜，用于支撑水平

拉索的竖向托架产生易脱空、损坏的

情况。

“水平拉索是大桥‘生命索’，主

要用于平衡大桥主拱所传递的强大

水平推力（约2万吨）。”王瑞龙说，原

来下方采用的尼龙托架已经老化，部

分甚至有开裂现象。因此，项目团队

要更换1000多个尼龙托架。团队研

制出可调节高度的“马鞍形”托架，显

著增加承重面积，确保竖向托架不脱

空，降低了因托架稳定性造成的安全

隐患。

此外，卢浦大桥还是钢结构桥梁，

下面又是黄浦江。随着桥梁使用年数

增加，桥梁内部“湿气”会影响桥体整

体安全质量。“桥内湿度控制在45%以

下，才能达到良好的除湿效果。”王瑞

龙说，针对除湿设备老化、除湿效果下

降的现状，团队通过优化送风回路、增

换除湿设备，实现开机24小时，把桥

内湿度控制在45%以下，达到良好除

湿效果。大修中，团队还运用环保水

性涂料，将整座桥体的主拱、主梁内部

全部进行了重新涂装，来双重保证内

涂装不锈蚀。

为了营造舒适安全的行车体验，

此次大修中，道路照明由原高压钠灯

改造为LED节能灯，不仅有效降低了

能耗（节能减排41%），还能更好模拟

自然光，更清晰照亮路面，保障夜间行

车安全。

为方便日后巡检，维修团队特意

为大桥内部增装温湿度传感器以及视

频摄像头，能实时查看桥体内部情况，

对大桥进行健康监测。“杨浦大桥目前

已实现数字孪生，通过各类感知设备

来实时显示大桥的‘生命体征’。下一步，卢浦

大桥也会考虑做数字孪生。”王瑞龙说。

本报记者 裘颖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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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屏幕外”的生活 吴宇桢

大学生就业关注

又是一年毕业季，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马忠法和毕业生们在江湾校区法学院楼前

拍摄合影，今年，团队中的学生都已拿到心

仪的offer（录取通知），分别前往金融机构、

律师事务所、中级人民法院等工作，开启人

生全新阶段。

近年来，马忠法指导毕业生的就业率

很高，有何秘诀？他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

培养学生求职的竞争力。求职是一场厚积

薄发的“持久战”，虽然最后阶段冲刺至关重

要，但平时扎实的基本功才是根本。

学习能力是通用技能
对学术研究有着严格要求的马忠法，要

求组内研究生在硕士一年级沉下心，在学校

里除了认真上课、完成各种课程任务外，就是

读书。“脚踏实地读专著、看文献、写文章，才

能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搭建严密的知识体

系，训练法学基本思维。”为此，马忠法定期召

开读书会，师生共同研读国际法和知识产权

法相关文章，在交流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马忠法说，学习能力是种通用技能，其

代表的领悟力和勤勉度始终是加分项，部分

用人单位也会通过学术经验进行人才选拔。

法律（非法学）硕士刘子悦坦言，初入复

旦选导师前夕的一段对话，让她感触颇多。

当时，马忠法向刘子悦讲明自己的招生要

求：明确学生身份，先做好分内的事，在学校

认真读一年半的书。就业面试环节，刘子悦

能从容应对各种专业知识和行业热点的提

问，也离不开过硬的法律基本功。

较早明确自身定位
“什么是聪明的人？聪明的人会找到最

适合自己的事。”马忠法时常提醒学生，就业

应较早明确自身定位，避免浪费时间。

在复旦法学院从教十余年，马忠法的学

生包括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方向，研究内容

各有侧重，就业去向也较为广泛。他认为，

老师要尽可能全面地在他们求职阶段提出

合理有效的指导意见。

为更好关心学生，马忠法除了定期召开

师门读书会、论文选题会、和学生面对面详

谈之外，还主动询问学生实习情况、入职概

率、团队氛围，当学生遇上瓶颈时也会为学

生推荐实习单位。

以下是马忠法对几名学生的就业指导：

法律硕士何天阳就适合“做加法”——

结合第一学位理工科的学科背景以及实习

接触到的行业案例，马忠法支持他完成知识

产权证券化相关的课题任务，并完成学位论

文写作。

刘子悦基础牢固，英语法语水平俱佳，

又具备经济学和法律双重学科背景，马忠法

帮助她关注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

经过律所和法院实习的法律硕士魏雨

南，在马忠法的鼓励和支持下，决定全力以赴

考公务员。马忠法告诉魏雨南，既然决定了，

就不要再尝试其他没有意义的实习。

“求职过程中，要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喜欢什么，明确自己的兴趣和方向，跟随着目

标去追求你所热爱的事业。”即将入职大连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魏雨南，听取老师建议后，在

研三开学前初步完成了毕业论文的撰写。导

师对论文进度和质量的严格把控，也让他拥

有了足够的底气迎战备考取得成功。

当学生向马忠法表达有关学业和求职

的想法时，他会多问一声“为什么”，鼓励学

生多尝试、多参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

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当学生犯错时，他也会

严肃指正，试错后以最快速度锚定一个方

向，这就是找工作的“减法”。

“一个人的成才，绝不仅靠一个人的努

力。”马忠法说，无论学院还是导师，都在努

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助力毕业生顺利就

业，且代代相承、互帮互助。如今，马忠法的

“师门群”已有150余人，同门之间相互分享

就业信息。当就业困难的学生在群里求助

时，已顺利工作多年的学长会迅速回应，帮

助师弟师妹寻求机会。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复旦一教授指导毕业生就业率高，秘诀何在？

打好基本功 定位“加减法”

昨天下午，同济大学举行2023届毕业典

礼。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在致辞中透露了

今年同济学子的毕业去向。超过2600名学

子选择继续深造，超过2700名毕业生奔赴国

家重点领域建功立业，910名毕业生俯身基

层服务社会，践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把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023届毕业生中，同济出现了一批“就

业达人”。郑庆华介绍，有181位毕业生获得

本年度扬帆奖。其中，扬帆奖特等奖获得

者、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毕业生央金拉

措，把建设家乡作为人生志向，将为西藏电

力事业贡献青春力量；扬帆奖一等奖获得

者、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生余金龙，志愿到

祖国西南边陲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积极响

应党中央“沪滇对口帮扶”政策，报考云南省

偏远山区县级选调生岗位，立志在乡村振兴

中贡献力量。

扬帆奖获得者、口腔医学院硕士毕业生

蔡宇艺曾赴四川李庄支教，切身体会到扎根

西部、报效祖国的崇高使命，毕业后参军入

伍；扬帆奖获得者、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博士毕

业生王小农，在博士论文研究中，感受到发展

祖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使命责任，将自己的职

业规划与祖国需要紧密融合，决定前往军工

企业，立志科技报国。 本报记者 张炯强

2023届同济大学毕业生去向，超2700人奔赴国家重点领域

“就业达人”纷纷扎根祖国西部

新民随笔
蔚蓝的大海，细软的沙滩，摇曳的棕榈

树……美景当前，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咔嚓一

下”——现代社会里，这是多么常见的一幕。

有报告显示，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数正迅速接

近  亿大关。透过小小屏幕，生活的一切仿

佛都被精准记录，哪怕在奔赴美景的旅程中，

“低头族”也随处可见，成为一道“风景”。

当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面对电子屏幕

而非一张张鲜活面庞时，主动拥抱“屏幕外”

的生活成了某种独特的体验。

乌尔科-塔米奥岛位于芬兰东部海湾，

这个夏天，那里将打造“无手机区”。小岛日

前推出“无手机暑假”旅游项目，当地旅游局

负责人说：“我们想敦促度假者关掉他们的

智能设备，停下来真正地享受岛屿。”

无独有偶，在被“屏幕”包围的世界里，

西班牙南部阿尔加镇的    多名居民正努

力拾起一项温馨传统：夏天的晚上，家家户

户搬出板凳，坐在街上，迎着晚风闲聊，呈现

出与现代社交生活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平

淡而惬意的交流里分享生活，构筑了小镇独

特的群体感。小镇镇长桑切斯说：“这与网

络交流完全不同，因为这是面对面的。”

轻轻一点，世界就在眼前。然而，犹如

一枚硬币的两面，智能设备所代表的“屏幕

生活”虽然带来不少便捷，但人们也渐渐远

离很多曾经熟悉的快乐。比如，闭上眼睛，

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海滩的微风；写一封

信，用笔写下想要分享的生活；近距离看着

对面的人，露出一个真诚的微笑……这些，

往往都是难以复制的心灵体验。

你有多久没有拥抱“屏幕外”的生活

了？“屏幕生活”不是生活的全部。很多时

候，我们也需要拥抱“屏幕外”的生活，重新

链接真实的美好。

日 前 ，

巴斯夫上海

创新园项目

三期落成。

该园区是巴

斯夫在亚太

最大的研发

基地，本次

三期项目主

要用于推进

化学研究，

开发全新的

可持续解决

方案。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巴斯夫上海创新园三期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