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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网升级改造
助力生活“充满电”

11月13日，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配网

办规划人员杨敏杰来到嘉钟花苑小区，查看

小区电力扩容升级改造项目完工后绿化恢复

情况。两周前，嘉钟花苑小区配网改造顺利

完成，标志着嘉定供电公司按时完成了今年

批次项目中全部6个小区改造。

嘉钟花苑位于嘉定老城，始建于1999

年。截至今年9月，共有77个车位已安装充

电桩，而小区内原有电力配套设施无法支撑

大量充电桩的接入。嘉定供电公司主动出

击，工作人员经过踏勘调研发现，小区地下管

线复杂、开挖面积较大、协调和施工难度高。

为尽量减少施工过程中对小区居民生活的影

响，嘉定供电公司调整优化施工方案，联合小

区所属街道等政府部门成立协调专班，与小

区居民面对面交流、回应关切、解开症结。经

过近两个月的耐心疏导与沟通协调，该小区

工程终于在9月27日顺利开工。

“为了满足嘉钟花苑的充电设施接入需

求，本次改造包括了新增一台400千伏安的杆

变和6台低压电缆分支箱。”杨敏杰介绍说，

“新增杆变选址选在河边，尽量减少施工过程

中对小区居民出行的影响。”除了考虑居民出

行便利，嘉定供电公司在改造施工中还考虑

了小区绿化修复的问题，对施工区域内涉及

的铁树等中大型植物移栽到小区其他区域并

在完工后重铺草皮、恢复绿植。

“嘉钟花苑改造后，不仅可满足小区476个

车位充电桩的接入需求，同时还可以满足加装

电梯的电力需求，给小区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

的便利。”嘉定镇街道嘉中社区居委会主要负责

人钟盛成对嘉定公司的改造项目表示肯定。

据统计，嘉定供电公司今年完成的嘉钟

花苑、民东公寓等6个小区电力扩容升级改造

项目中，共更换配变2台、杆变5台，容量3600

千伏安；新增杆变3台，容量1200千伏安；调

换和新放0.4千伏导线3.03公里，调换和新立

电杆20基，新敷设0.4千伏电缆线路2.18公

里，新增1进6出低压电缆分支箱16台。

电力供应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国网上

海电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主动跨前、聚

力攻坚，推进电力设施改造，推动城市配网升

级，切实提升居民用电质量，让优质的电力供

应成为美好生活的坚实底色。

清除空中“蛛网”
擦亮城市“天际线”

“慢，当心，放平。”12月7日，在国网上海

青浦供电公司施工人员的呼喊声、吊车的轰

鸣声中，青浦老城区青安路沿线的一根根电

杆被陆续拔除，这条道路的电力架空线入地工

程顺利竣工。该工程新建开关站2座、小型化

箱变2台、21孔排管1578米，新放高低压电缆

约33.15千米，拆除导线8.6千米、电杆93基。

青安路沿线的电力架空线全线长约1.5公

里，属于青浦老城区数一数二的商业密集地

段。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条架空线路默默守

护着沿线的万家灯火、商业繁荣，但随着现代

化城市的迅速发展，如今已到了功成身退的时

候。2023年4月28日，架空线入地工程启动。

青安路交通流量大，地下管线复杂，沿线

商铺、绿化、停车场多，进户线密集，并涉及多

个居委会和重要路口，这使得工程环境排摸、

施工方案编制等前期工作量大大增加，交通

组织措施和安全文明措施的部署也充满困难

与挑战。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青浦供电公司

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建立由精干党

员组成的青年突击队，挂图作战、倒排工期。

在施工前联合沿线居委深入各小区开展青安

路架空线入地的宣传，向居民仔细解释工程

的相关情况，耐心解答关于施工工期、影响范

围等居民最关注的问题，得到了广大群众的

充分理解和支持。同时，在施工时积极对接交

通管理部门，采用错峰施工、分段施工、修复无

缝衔接、人工开挖、技术降噪等手段，在施工标

段两端安排专责人员配合交通指挥等方式，尽

可能减少对交通出行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目前，青安路架空线路入地工程已进入

收尾阶段，按计划进行负荷转供。为减少对

用户供电影响，青浦供电公司采用避峰停电，

累计安排25台发电车给居民供电。转供完成

后，一些末端用户由原先的单回架空线供电

改为两回电缆供电，后续旧小区电梯和新能

源充电桩加装更添供电支撑，获得了居委会

和居民的广泛好评。

今年，国网上海电力凝聚各方力量，积极

做好居民沟通工作，继续深入推进新一轮架

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工作高效实施，营造更

加整洁、舒适、安全的城市环境，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延伸服务“触角”
“明灯”电亮回家路

12月3日，国家电网上海电力明灯（金

山）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朱泾镇临源街的南

圩新村小区，帮助检查新设路灯运行情况。

随着夜幕降临，小区里一盏盏太阳能路灯依

次亮起。在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与南圩居

委会的共同努力下，原本昏暗的道路已悄然

“点亮”了一个多星期，小区居民的回家路途

多了一分光明，也多了一分“暖意”。

今年9月，金山供电公司党委持续巩固拓

展“明灯”共产党员服务队融入基层治理能效

模式和长效机制，指导供电指挥中心党支部

成立了“明灯”服务分队。供电指挥中心党支

部积极探索“党建+供电服务网格”建设，进一

步强化供电优质服务、拓展社会公益延伸服

务，对社区居委暂时未能覆盖公灯的老旧小

区开展“点亮黑楼道 温暖回家路”亮灯服务，

协助社区解决“有路无灯、有灯不亮”问题。

“我们这个老小区老年人居多，电力公司

的党员同志来安装这些路灯，是让人民群众可

感可及的好事实事，今后大家夜间出行安全多

了。”南圩居委会书记李伟萍介绍道。该小区

建于上世纪80年代，小区内道路尚未全面覆

盖路灯。今年下半年，服务队重点在老旧小区

建立“用电问题、网格解题”机制。尽管不在供

电服务范围内，服务队还是积极与居委会、业

委会沟通协调，利用社会企业向该小区捐赠的

设备，精心规划路灯布局，确保每盏新装路灯

都能够照亮黑夜盲区。11月下旬，在服务队牵

头下，小区里的道路终于都“亮”起来了。

今年以来，金山供电公司深化与属地街

道结对共建，发挥“明灯”服务分队的“连心

桥”作用，持续扩大社区、街道专属对口服务

网络的覆盖面，通过“用电问题、网格解题”机

制问需问急问烦，积极在房屋改建用电、电动

自行车集中充电点建设、居民充电桩接电等

工作中延伸为民服务。截至目前，服务队已

累计在朱泾、张堰等街镇完成52个楼道的路

灯及相关线路修缮，为南圩新村、南圩花苑等

社区安装太阳能路灯16个。

国网上海电力全面深化“党建+”工作模

式，推动上海电力明灯党员服务向社会治理

纵向延伸，以让人民满意为目标，充分展现央

企责任担当，让优质电力服务更有温度。

贴心为民办实事，供电服务暖人心
民心工程和民生实事项目，一头连

着百姓民生，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国网
上海市电力公司始终践行“人民电业为
人民”企业宗旨，重点围绕各项民心工
程和民生实事项目，多措并举、扎实推
进，持续提高用电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
作水平，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用电获得感，
为上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国庆观礼证、《人民日报》号外、《祖国万

岁》原画、北京奥运会金牌，以及曾经遍布上

海大街小巷的东方书报亭……“辉煌印记，献

礼华诞——报纸中的时代记忆”展昨天在中

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幕。展览以新中

国“国庆报纸”为展览的核心元素，104份报纸

与首次亮相的22件展品，如同时间的信使，带

领观众身临其境，从一个个熟悉的场景、一段

段似曾相识的报道中，一览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各个时期的国庆盛况与国家发展。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建国创业”

“改革春风”和“伟大复兴”，展厅里5处多媒体

展示和2处场景还原，以“报纸+”的形式引领

观众追溯时代记忆。1949年的旧报摊场景

“复原”，摆满了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夕的各类报纸刊物。驻足于此的观众，可以

看到对“上海解放”的欢庆与祝贺。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的发源地和

中心。从《字林西报》《申报》《新闻报》到《解放

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等，延续着滋养百

年的新闻文脉。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传统纸

媒也在悄然蜕变，衍生出新媒体等多种传播形

式。在沪上观众记忆深刻的“东方书报亭”造

景里，除了传统的纸质报纸，还有新媒体的展

示。观众通过扫一扫海报上的二维码，就能直

通新闻现场。纸质的触感与新媒体的便捷，都

交汇于这座承载上海记忆的东方书报亭。

在展品中，《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

的头版，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的消息，同时报道了1949年10月1日

首都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

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盛况。

3张颜色各异的国庆观礼证由范用家属

捐赠，时间为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见证

了历届国庆盛典的辉煌时刻。观礼证的形制

独特，为竖长形的丝质胸佩。与国庆相关的

还有绘有五角星和天安门的1955年国庆六周

年阅兵时的观礼徽章。

《祖国万岁》是知名宣传画家哈琼文为

1959年国庆十周年所绘，生动展现了建设工

人的辛勤劳动，并配有“为江山添锦绣，与日

月争光辉”的激昂标语。5年后，这幅画重新

刊登于《人民日报》国庆期间的版面中，再次

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与建设动力。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

罗布泊成功爆炸。当天，《人民日报》对外发

布首个套红号外，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一历史

事件。 本报记者 徐翌晟

104份报纸、22件展品亮相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带你重温报纸中的“国庆记忆”

望平街，是中国新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

地位的百年报馆街。昔日的望平街，就是今

日的山东中路。从福州路口至南京东路的山

东中路，短短200米范围及周边，跨越三个世

纪，上百家报纸在这片街区设馆、设点，记录

中国、瞭望世界。如今，这片街区以“新闻历

史文化街区”的样貌焕新归来，成为可阅读、

可游览、可体验的现代化人文街区。昨天，新

闻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发布暨“新上海 ·十天”

特展巡展启幕仪式在这里举行。

街区入口处，“百年报馆街”的历史地图展

现出街区拥有的深厚新闻历史底蕴；申大厦前

的水景和绿化完成了更新，全新的“新闻历史

文化街区”招牌就在这里竖立（见图 本报记

者 王凯 摄）；“解放源”旁的机械互动装置，

展示了报纸发展的历史沿革；在申大厦，多种

字体的百家姓和立柱设计，通过光影投射，增

强市民与街区的日常互动；汉口路边的墙面

也绘上了“申报月刊”等报史图画。

回首百余年前，在报业传奇巨匠史量才

的主导下，申报馆于1918年起成为《申报》的

报社新大楼。1949年，申报馆被解放日报社

接管，宣布“大上海全部解放”的新闻也是在

这里被印成报纸。1994年，解放日报大厦竣

工，与申报馆在交叉路口的两侧对望。1996

年起的15年内，总计5723期《解放日报》在此

出版。2008年，申大厦在汉口路街区落成，建

筑取意“扬帆远航”。

上海报业集团旗下上海上报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和黄浦区外滩街道强强联手，

在山东中路、汉口路、河南中路、九江路围

合的街区探索首创“新闻历史文化街区”。

项目分为近期与远期：近期，提升解放源和

申大厦街坊品质，对申报馆与汉口路进行局

部美化；远期，山东中路有望被改造为限时

步行街区，打造申报馆小广场、汉口路南侧

步行街区，将上海两大商业与文化地标——

南京路步行街与福州路联系起来，形成可阅

读的建筑与城市空间，增加可供市民休憩的

口袋公园、便民生活设施等，打造全龄友好

社区空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伍江教授

认为，报业一条街是上海这座城市曾经有过

的最重要的记忆之一，把它挖掘并展示出来，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过去几代人的集体

记忆基础之上产生更多新的历史记忆，它所

承载的文化价值会越来越厚重。

本报记者 吴旭颖

跨越三个世纪，上百家报纸在此记录中国、瞭望世界

“新闻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吸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