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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宝兴里——申城第一居
委，毗邻外滩。

    年，宝兴里旧改一年
内实现居民   %自主签约、
   %自主搬迁，创造了申城大
体量旧改项目当年启动、当年
收尾、当年交地的新纪录。

宝兴里的故事，并未结
束。本月，黄浦区公开征集宝
兴里档案资源。征集的是故
事，洞见的是未来。一部城市
发展史，就是一部城市更新
史。城市更新进程中，一个命
题是，如何留存家园故事，深
刻家园记忆，让历史资源成为
发展动能？

刚刚过去的国际博物馆
日，在申城，大大小小的博物
馆，各式各样的主题活动，让
厚重历史变得格外鲜活灵
动。杨浦滨江，上海城市更新
成果展示馆，也在用自己的方
式讲述城市更新史。

    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上海考察时，在杨浦滨江提
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年8月  日，国内首部城市更
新创制性地方立法——《上海
市城市更新条例》由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表决通过， 月 日起实施；  
月  日，浓缩了近年城市更
新实践精华的上海城市更新
成果展示馆向公众开放。

开幕那天，市民黄祖菁作为申城
旧改亲历者，讲述了自己跟宝兴里近
  年的缘分。她的故事，颇能代表城
市更新中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宝兴里，新中国上海第一个居委
会。黄祖菁出生在宝兴里，是第一任
居委会主任单粲宝的女儿。她说，无
论是旧改征收期间的贴心服务，还是
旧改征收后“回娘家日”、“使命日”的
温馨牵挂，都让居民们备感温暖。其
实，申城旧改征收中，人们常常听到
的一句话就是——人搬走了，情留下
来！这样的人情味和烟火气，也是城
市更新带来的精神财富，美好，可贵。

本质上，城市更新延续城市肌

理、保留历史文脉，目标就在
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因此，之于城市
未来，上海城市更新成果展示
馆的价值，不只是再现人民城
市的奋斗历程、城市更新的创
新实践，更要激活焕发新生的
城市记忆——这座城市的充
沛活力，也正在于历史记忆和
崭新生活的水乳交融。

事实上，留存故事，深刻
记忆，在历史中汲取力量，会
让未来的日子更有底气。不
信，就看看外滩新地标。

眼下，外滩最热门的新地
标，是谁？百年市府老大楼！

上周五，外滩 · 老市府品
牌揭幕仪式暨全球招商品鉴
会在老市府大楼内举行。一
座传奇的楼，见证一座城的传
奇。这里，是上海市第一面五
星红旗升起地，是新中国上海
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的办
公地。江西中路   号，始建
于    年、落成于    年的
原工部局大楼，正是黄浦区
   街坊更新改造项目的核
心建筑。从工部局到新中国
首任上海市长办公地，再到高
端现代服务业历史经典街区
公共空间——百年老大楼，迎
来从古旧变经典的新传奇。

迄今，   街坊更新改造
项目已正式竣工，正向全球招
商，打造国际金融办公服务平
台、中央活动区文化标杆和城

市共享公共空间。全球招商，底气何
在？恰恰在于——红色文化资源保
护利用与城市更新相得益彰。

百年老建筑，见证信仰的力量。
城市更新中，这样的历史底蕴，就是
一种信仰激励，因此创建出“外滩匠
心”特色党建品牌，以工匠精神助推
精品项目，让古旧变经典，重现风貌、
重塑功能，打造出外滩历史建筑保护
更新新标杆。全球招商，这样的匠
心，配得上最讲究的客人。

城市更新进程中，上海城市更新
成果展示馆、百年市府老大楼、申城第
一居委，都在记录历史、创造未来。可
以预见——宝兴里故事洞见“城市未
来”，那一定是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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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为期五周的上海（国

际）花展将落幕。本届花展首次来

到了徐汇滨江、滴水湖等城市公共

开放空间，为此，在花展开幕之际，

组委会曾向全体市民发出文明观展

倡议，倡导“文明赏花、绿色出行、有

序活动、保护环境”。这些天，上海

市民和游客交上了一份怎样的答

卷？记者从组委会获悉，迄今为止，

花展三大主会场和主要的分会场及

城市主题节点均未发生布景人为损

毁或花卉哄抢采摘。

爱花却“远观”
遛宠都牵绳

在徐汇滨江主会场，1.3公里的

岸线中汇集了长三角花园、国际花

园、新优植物区等多个“打卡点”。

临近闭幕，虽然塔吊上的花艺装置

已“功成身退”，但精致的小花园及

沿江栏杆上的鲜花依然绽放，为滨

江增添了别样的美。

记者注意到，花园中竖着“文明

游园，禁止入内”的标牌，有些花园

用绳子进行导流。拍照游客虽多，

但大家都自觉站在外围“远观”，并

没有人凑近攀花折枝。作为“宠物

友好”岸线，江边也有不少人在遛

宠，但所有人都牵着绳，或将宠物放

在小推车中。

一位安保人员表示，在花展

执勤期间，基本没有发现不文明

现象，也没有游客摘花。“偶尔有

人没看到牌子走进去了，提醒一声

就出来了，现在游客素质都挺高。”

他说。

大家齐监督
游客很听劝

来自斜土路街道尚海湾居民区

的周慧敏阿姨，是徐汇滨江主会场

的志愿者。每隔一天，她都会守在

靠近东安路的服务区域，为游客解

答疑问、提供咨询，时不时也会在景

点附近巡逻。

在她的观察中，游客的文明素

质体现在很多方面。最明显的是在

“网红”景点拍照时，虽然等待的人

很多，但大家都依次上前，不会争先

恐后。拍照时，游客宁愿将镜头拉得

很近放大拍摄花朵，也不会跨越围

栏，这也让她很感动。带着宠物的游

客，则都自备塑料袋，将粪便拾走。

“来看展的很多都是热爱植物

的人，他们专业知识丰富，也很爱护

珍惜布置好的现场。”周慧敏说，“有

时个别人跨进去，边上市民还会劝

说；有的人喜欢捧着花拍照，也会有

市民说不要碰。大家一起监督，不

守规矩的人就很听劝。”

每天午后，都是客流量最大的

时候，也是周慧敏和其他志愿者最

忙碌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在

为观展者指引方向，介绍景点最集

中的岸段，还会为游客拍照甚至带

路到地铁站。“大家对志愿者很信

任，尤其是给外地游客提供帮助

后，他们会说滨江好漂亮，你们上

海人素质高，我听了很开心、很自

豪。”她说。

垃圾不落地
花草损毁少

斜土路街道志愿者中心负责人

张越表示，此次街道招募了12名志

愿者，分为两批，每天有6人在滨江

3个点位服务。从志愿者们反馈的

情况来看，文明观展倡议得到了市

民很好的响应。“哪怕是‘五一’客流

量高峰期，地面垃圾也很少，交通也

很有序。”她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应对花展

及咖啡节等活动的大客流，徐汇滨

江沿线在原有的果壳箱之外，新增

了56个垃圾桶。粉红色的花展特

制垃圾桶两两一组，“身材”和“嘴”

都比普通果壳箱大了不少，“大口大

肚”方便游客投放垃圾。

此外，徐汇区绿化部门表示，滨

江边尽量选择低养护、抗性好、花期

长的植物品种，并通过控花技术让

植物错峰开花，延长整体花期。展

出阶段，绿化部门对状态不佳的植

物及时调整，因游客观展素质较高，

目前植物损毁情况很少。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文明观花人与鲜花共成美景

核聚变是指氘、氚等轻原子

核结合成氦等较重原子核并放出

巨大能量的过程。仿照太阳内部

热核聚变反应的可控核聚变装

置，也被称为“人造太阳”。由于

聚变原材料资源丰富，且无污染

排放，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

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出路，被视

为“终极能源”。

瞄准核聚变赛道
在上海临港，一家成立不到3

年的年轻公司——能量奇点能源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有一个目

标：研制出Q（聚变能量增益因子）

值大于10的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

置，在10到20年内实现可控核聚

变的商业化。目前，人类能够达

到的最大Q值是1.53。

该公司创始人杨钊，本科就

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在美国斯

坦福大学获得理论物理博士学

位。30岁那年，杨钊遇见了大他

三岁的资深投资人叶雨明，俩人

一拍即合。

他们认为，可控核聚变具有

原料充足、经济性能优异、安全可

靠、无环境污染等优势，商业化一

旦实现，能够提供相当于目前发

电量成百上千倍的电能，推动人

类文明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高

温超导托卡马克的性价比优势显

著，有望率先实现商业化应用。

2021年6月，能量奇点公司在

上海注册成立。“洪荒70”托卡马克

首个环向场线圈磁体研制完成、首

个中心螺线管线圈研制完成、主机

系统交付、局部螺旋磁通注入系统

测试成功……近日，杨钊告诉记

者，再过两个月，能量奇点研发建

设的全球首台全高温超导托卡马

克装置“洪荒70”将点亮等离子体。

“洪荒70”直径约3.6米，全部

磁体系统均采用高温超导材料建

造。“此前，世界上还没有一台全

高温托卡马克装置，我们想验证

它的可行性和运行稳定性。”杨钊

告诉记者，可控核聚变能源领域

有两类研究方向：一类是惯性约

束核聚变，另一类是磁约束核聚

变。托卡马克是最先进的磁约束

核聚变装置。

Q＞1，即输出的能量大于维

持反应所需输入的能量，是论证

可控核聚变科学可行性的第一

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已

有数台托卡马克装置接近这一目

标。于是，更多人把目光投向Q≥

10。ITER与联邦聚变系统（CFS）

公司作为全球两家代表性机构已

经走在前面，前者是人类史上最

大的科学合作项目，后者是一家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公司。

两家机构的技术路线不同。

ITER采用的是低温超导技术路

线，这种材料的临界磁场强度相

对较低，决定了ITER只能通过提

高体积的方式来提高聚变增益，

昂贵的建造和运行成本让它的商

业化前景存疑。

随着第二代高温超导材料钇

钡铜氧的大规模量产，2018年，

CFS提出了Q≥10的小型化高温

超导托卡马克装置设计图，直径

为ITER的1/4，体积仅为其1/50。

“冷门”的核聚变商业化赛道不知

不觉“热”了起来。

扎根临港的理由
2022年2月，米哈游联合蔚

来资本领投了能量奇点。谈及公

司选择扎根上海临港的理由，杨

钊说是因为上海有完备的核工业

体系以及全球人才优势。他感

慨，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非常正

确——上海的核工业和高温超导

材料产业，为能量奇点的迅速推

进提供了关键支持。“洪荒70”的

绝大部分高温超导带材来自上海

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键机

械部件加工则交给了上海电气核

电集团，装置总体安装由中核五

公司承接，装置的环境和辐射安

全评估由上海核工院负责。

眼下，杨钊和公司成员正在

攻关另一个难题——经天磁体。

这是公司下一代托卡马克装置

“洪荒170”中技术难度最大的核

心零部件的技术验证，也是能否

实现Q≥10的关键。根据美国国

家科学院2021年发布的聚变能源

路线图，聚变发电入网将于

2035—2040年实现。对于未来，

杨钊充满信心：“这个行业将迎来

‘聚变’。” 本报记者 杨欢

扎根临港专心“造太阳”
物理博士杨钊回国创业，致力于可控核聚变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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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在城市开放空间举办的上海（国际）花展为市民游客出
“考题”，全市主要展区花景均无人为损毁，展花均无随意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