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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姑娘蒋静以国际视野激活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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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河湖”
醉美冬景

江苏“孪生兄弟”上海“穿针引线”

打造徽派文创 点亮匠人梦想

全国首条！近日，由位于江苏常熟的

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自主研

制的“东方号”“明珠号”超大直径盾构机，

掘进完成了上海机场联络线项目浦东段

最长区间隧道，下穿既有地铁时将地面沉

降总体控制在0.5毫米内。据悉，该项目

主线系全国首条长距离、轨道小间隔、中

高铁线路的最大直径盾构隧道，目前隧道

将进入铺轨阶段，也标志着上海机场联络

线项目向2024年建成运行的目标又迈出

了关键一步。

增强对长三角辐射作用
上海机场联络线项目，无缝衔接浦

东、虹桥两大综合交通枢纽，打造全国首

条联结两大综合交通枢纽的市区轨道交

通线路。该项目全长68.6公里，途经闵

行、徐汇和浦东新区，全线共设9座车站，

自虹桥火车站出发经沪杭铁路外环线、七

宝、华泾、三林镇、张江、上海迪士尼度假

区、浦东国际机场等重要地区，最后抵达

上海东站。其中主线盾构隧道内径12.5

米，单洞隧道并行两条轨道。列车最高运

行时速可达160千米，为全国首条长距离、

轨道小间隔、中高铁线路的最大直径盾构

隧道。建成运行后，将极大地方便旅客在

浦东、虹桥两大综合交通枢纽完成自由中

转，单程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约90分钟缩

短至约40分钟。同时，通过预留与国铁网

络以及长三角城际网络的联通条件，与多

条既有和在建轨道交通实现换乘，将进一

步增强浦东、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对长三角

区域的辐射作用，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区域

城市群。

实现零事故零干扰零渗漏
“东方号”和“明珠号”超大直径盾构

机，是中交天和自主研制的一对“孪生兄

弟”，单台总长约120米，总重量约3180

吨，刀盘切削直径达14.04米，需穿越掘进

区域的既有轨道交通线路、市政道路、桥

梁、河流等重要建（构）筑物和重大风险

源，对地表沉降控制精度和环境保护要求

极高。同时，还需穿越长距离、大断面粉

质黏土、砂质粉土、粉砂地层，对掘进姿态

控制和整体密封性能提出了极高要求。

“东方号”和“明珠号”在上海机场联

络线项目掘进隧道总长度超过9公里。“依

托整机优良性能，隧道内管片错台、管片

间隙均控制在3毫米内，地表沉降控制在

2毫米内，管片上浮量控制精准稳定，掘进

施工实现‘零事故’，对地面实现‘零干

扰’，掘进完成的近40万余平方米隧道面

均实现‘零渗漏’。”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工程师张凤华说。

同时，“孪生兄弟”下穿既有地铁时，

将地面沉降总体控制在0.5毫米内，成为

超大直径盾构机掘进施工史上的一大创

举。据悉，中交天和研制的盾构机于2018

年曾下穿浦东高速运行的磁悬浮铁路时，

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实现将地面沉降控制

在1毫米，让盾构机掘进施工地面沉降控

制精度从此进入了“1毫米时代”。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常熟制造超大直径盾构机助力上海机场联络线项目建设

初冬时节，江苏如皋茅雉

河碧水涟漪。近年，如皋将生

态文明建设理念融入“幸福河

湖”建设中，统筹推进全域治

水，提升滨水空间的水绿融合

度，构建集防洪排涝、自然活

水、生态景观、休闲娱乐于一

体的城乡滨水空间格局，打造

“幸福河湖”升级版，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吴树建 摄影报道

青砖黛瓦，小桥流

水，走进嘉兴，这里到处

是如诗如画的秀丽风

景。一叶红船，乘风破

浪，这里迸发着生生不息

的前进力量。

12月1日，以“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与浙江实

践”为主题的2023“红船

论坛”在浙江嘉兴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200余名

专家学者齐聚南湖畔，共

话红船精神。

浙江是中华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文渊悠久、

文脉深广。2005年，浙

江开始实施文化研究工

程，18年来深入挖掘浙

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

象、总结浙江经验，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

了浙江方案。

作为中国革命红船

启航地，嘉兴一直十分

重视红船精神的凝练与

升华。近年来，嘉兴始终聚焦红船精神这

一主题，注重挖掘红船精神的时代价值，

把红船精神的学习研究宣传不断引向深

入。2018年，“红船论坛”首次举办，历经

四届，已成为研究阐释弘扬红船精神的重

要载体。

今年的“红船论坛”主题为“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与浙江实践”，以“1+2+1”的形式

进行，即一场主论坛、两场专题研讨、一场

沉浸式交流，为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历史逻辑、实践价值和世界意义，更好

赓续历史文脉、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提供了重要平台。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夯实传承中

华文脉基石；传统文化的继承最终要落实

到新的时代文化创造角度上；当代中国的

文艺工作者应当“到源头饮水，与伟大同

行”，创作出更多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佳

作；要加强对中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

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中

华文明……主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主题，

展开深入分享。

专题研讨则围绕“从红船精神看‘两个

结合’”和“从文化研究工程看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个单元展

开，10位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主

题作了精彩的主旨发言。12月2日，专家

学者代表赴海宁参观考察，围绕“‘两个文

化’与区域文化传承”开展沉浸式交流。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届长三角文博

会上，徽州文化备受关注，除了笔墨纸砚

等传统元素，还有茶、花饮品、米酒、徽

风明信片等新潮文创，这些诉说山水风

物、人文历史的徽州美物主策划，是来

自黄山屯溪的85后青年——凌跃（上

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徽制集品

牌创始人蒋静。扎根上海十余年，她用

自己的方式讲述家乡的故事，点亮她心

中的文化创意。

少年时期的蒋静离开家乡，来到上

海求学，2007年开始从事国际文化交流

工作，注重品牌与创意的结合，案例遍及

静安体育中心、杨浦君庭广场、大宁公园

等。在大宁音乐广场，拿起VR手柄，一

秒穿越到海底世界，色彩斑斓的珊瑚礁、

海草浮现在海洋中，小丑鱼、鲸鱼、海星、

水母等海底生物活灵活现，自由地游荡

在海中央……集光影、音乐和艺术于一

体的VR绘画视觉体验活动，便是由蒋静

与她的团队创作。

但在蒋静心中，灿烂久远的徽州文

化，是她难舍的情怀。新安江边成片的

芦苇、飞翔的白鹭以及小贩的叫卖，构成

了人生的底色，成为创作的源泉，也给了

她创立个人品牌的勇气。2019年，她开

创了徽文化区域品牌“徽制集”，以老徽

州元素打造时尚用品，利用多年品牌孵

化经验。蒋静以“徽派文化当代表达”为

宗旨，通过聚焦徽派地域文化，融入“旅

游文创+”，把徽州的特色风物、美食美

味、传统文化和传统非遗手艺进行再现、

再造、再生于现代人的生活，重塑古老与

现代有机融合的徽州，涵养城市独特的

文化气质。

遍访36个徽州村落，拍摄人文素材

860个小时，打造景区线下实体空间5

家，推出特色风物、旅游文创、文具产品，

获2021中国世界遗产文创商品大赛奖2

项，成为安徽省博物院文创联名单位

……在蒋静手里，越来越多的徽州旅游

文创产品涌现，融入了独有的特色、文

化、历史底蕴，以新的灵感、设计，滋生出

新的生命。目前，这些文创产品在上海、

北京、黄山等地都有销售，“希望以创意

化的方式讲好徽州故事，实现传统文化

的现代化、时尚化、国际化转变，通过各

种好玩的文创产品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年

轻人，让更多人看到徽州、爱上徽州。”

“从事文化产业需要精细钻研的匠

人精神，在上海能够轻易找到共鸣，因为

这座以海纳百川而闻名的城市，有着尊

重工匠的传统。”在上海，蒋静完成了读

书、就业、成家这些人生课题，对上海也

越来越熟悉，这里也越来越有了家的味

道，“屯溪是我的家乡，上海就是我的第

二故乡！”

通讯员 程梦君 本报记者 吕倩雯

苏
在上海

苏 皖人浙

■ 蒋静在沪推介徽州好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