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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大芦线东延伸航道整治工程西起清

运河，东至长江口南槽南支航道，总长约

19公里。3标段主体工程为航运枢纽工

程，此外还包括枢纽配套工程、枢纽临时

工程、标段范围内的航道工程以及水文站

工程四部分。航运枢纽工程主要包括新

建双线出海船闸1座、节制闸1座及防咸

泵站1座。航运枢纽北侧预留排涝泵站和

5000吨级出海船闸空间，远期将形成“三

线船闸+节制闸+排涝泵站”的格局，建设

完成后将成为上海最大水上枢纽工程。

此次合龙的枢纽围堰全长2227.8米，

采用“永久南导航堤+东西充砂围堰+北钢

板桩围堰”结构形式。合龙后的围堰可有

效隔绝外界水流、泥沙，为后续航运枢纽

工程主体结构施工提供一个相对封闭、稳

固的施工环境。

枢纽围堰位于大治河入海口，前期属

“孤岛”作业。在建设初期，便遭遇道路、

电力、水力“三不通”的难题，为此项目团

队从“路通”着手，在东、西围堰两侧增建

临时作业平台和施工便道，方便作业人员

进出施工现场。道路打通后，水电不通的

难题也逐步得以解决。

枢纽围堰虽是为后续航道枢纽主体

工程顺利实施而建立的临时性工程，但围

堰从建成到拆除需持续2年之久。为保障

围堰建设质量及稳定性，项目团队综合比

选多种施工方案后，决定在东西两侧采用

变形能力强的充砂管袋为围堰用材，以有

效抵御水流的冲刷、台风的侵蚀，以及地

形变化和地基沉降等外界环境因素对主

体工程建设的影响。目前，3标段枢纽围

堰、内引航道和外引航道三大工区同步开

启施工模式，项目团队正抓紧时间对围堰

护坡、内部地基进行处理。

据悉，大芦线东延伸航道整治工程建

成后，内河集装箱船舶无需绕行，通过大

芦线航道即可入海，单程缩短航程约70公

里，真正实现“河海直达”。河海直达运输

航线的完善和升级，将有利于提升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集疏运水平，对推动长三角互

联互通，提高区域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区

域水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通讯员 刘海 万玲 本报记者 裘颖琼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上海经苏州至

湖州的高铁（以下简称“沪苏湖高铁”）将于

明天开通运营，上海虹桥至湖州站最快55

分钟可达，“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新动

脉。据悉，沪苏湖高铁车票自今天11时起

对外发售。旅客可通过12306铁路官方网

站、12306App、车站售票窗口、铁路代售点

等方式购票。

沪苏湖高铁自上海市上海虹桥站引

出，途经江苏省苏州市，接入浙江省湖州市

湖州站，线路全长164公里，设计时速350

公里，设上海虹桥、上海松江、练塘、苏州

南、盛泽、湖州南浔、湖州东、湖州站等8座

车站，其中上海虹桥、湖州站为既有车站，

其余为新建车站。

沪苏湖高铁沿线途经冲积平原，地质

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自2020年6月开

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把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铁路规划、设计、建

设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强化安全、

质量、投资和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

建设，架设了松湖特大桥等38座桥梁，确

保了工程如期建成。

项目开通运营前，国铁集团精心组织

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各项规定和标准，对沪

苏湖高铁各专业设备进行了联调联试、检

测验收和安全评估，对轨道状态、弓网性

能、列车控制、通信信号系统等进行了综合

优化调整。目前，该线路满足高铁安全、稳

定运营要求，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沪苏湖高铁最高时速按350公里运

营。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将按照日常

线、高峰线安排旅客列车开行，每日开行动

车组列车最高达38列，均为跨线动车组。

上海虹桥至上海松江、苏州南、湖州南浔站

分别最快16分钟、26分钟、43分钟可达，上

海虹桥至湖州站最快55分钟可达，较经由

沪昆高铁上海虹桥至杭州段、宁杭高铁杭

州至湖州段压缩55分钟；上海虹桥首开至

杭州西站动车组列车，最快78分钟可达。

2025年一季度列车运行图调整后，沪苏湖

高铁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将达229

列。为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铁路部门

在沪苏湖高铁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

场化票价机制，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具体票价可通过铁路12306查询。

沪苏湖高铁在上海虹桥站连通上海铁

路枢纽，在湖州站与宁杭高铁、合杭高铁连

接，是长三角高铁联网、补网、强链的重点

项目。该项目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

区域路网布局，推动长三角地区基础设施

一体化建设，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对于

促进沿线产业开发、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沪苏湖高铁明开通运营，今11时开售车票

上海虹桥至湖州站
最快  分钟可达

大芦线东延伸航道
枢纽围堰正式合龙
整治工程建成后将真正实现“河海直达”

可可西里“网红狼”，过去因在
高速公路上“讨饭”而走红，日前又
因车祸死亡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
泛讨论。究竟是谁害死了“网红
狼”？不少人认为，流量带来的泼天
富贵很少有人能接得住，狼也是如
此，也许在成为“网红”的那一刻，它
就已经开始经历一场漫长的死亡。
“网红狼”的故事要从一年前说

起。在穿越可可西里的109国道
上，出现了一只向人类乞讨食物的
野狼。它又瘦又脏，很可能是一匹
被逐出狼群的孤狼，按照自然法则
应该很快就被淘汰。但在求生欲望
的驱使下，孤狼竟然实现了“自我驯
化”，躺在高速公路边卖萌翻肚皮，
向来往的司机“讨饭”为生。
野生动物向人类乞食，其实并

不稀奇。原本孤狼或许只是想混口
饭吃续命，但事情很快超出了它的
预料，有人把它乞食的视频发到网
上，它从一只半死不活的野狼一跃
成了互联网上最出名的“网红狼”。
于是，前来投喂者络绎不绝，各种美
食从天而降，它的生活品质实现了
从食不果腹到吃饱吃好的巨大跨
越，没过多久就被喂得膘肥体壮。
对于组团喂狼的行为，当地政

府和专家是不支持的，说这么做有
违自然规律，将会产生连锁反应，对
于野生动物最好的态度应当是敬而
远之和不打扰，但他们的声音立刻
被喧嚣的舆论所淹没。不久后，专
家所说的连锁反应出现了，“网红
狼”从孤狼变成了狼群，形成了一个
专业“讨饭团队”，不仅是老弱病残，
还有选择“躺平”的年轻狼，它们没
有了捕食的意愿，还失去了对人类
应有的警惕心与距离感，这也为后
来悲剧埋下伏笔。
在可可西里高速公路边讨饭，

毕竟不是一个稳定的营生，收益基
本看天。这次“网红狼”出了车祸，
人们猜测很可能因为最近是旅游淡
季，来投喂的人少了，捕食技能又荒
废了，饥肠辘辘的“网红狼”只能跑到
公路上去拦车，结果没等来旅游者的
投喂，却倒在了大货车的车轮下。
关于它的死亡，人们看法不一，

有人觉得如果不是人类投喂，它在
一年前就被饿死了，靠卖萌能换来
一年的逍遥快活，这波操作不亏。
有人认为，它其实在被投喂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
“死”了，荒废了它的捕食能力，这样的投喂和“谋
杀”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更严重的是，网友们的善
良坏了“规矩”，很多人会觉得既然野狼都可以喂，
那么老虎、狮子、大象又为何喂不得？野生动物毕
竟不是宠物，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尽量避免接触，否
则会让人兽双方对彼此产生误判。
网友们的观点其实各有道理，救助动物也是

人类作为万灵之长的责任所在。但一个原则就
是，要将对野生动物生活的干预程度降到最低，特
别是不能让它们失去野外生存的能力，这个度必须
把握好。事实上，我国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中一
直遵循着这一原则，圈养式的保护只是权宜之计，最
终目标还是希望动物们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
中，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与我们共享这颗星球。
近年来，随着中国自然环境日渐改善、公民野

保意识逐步提高，野生动物种群复苏，甚至在城市
人们与野生动物发生交集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例
如在上海，出现了貉、狗獾，甚至是麋鹿，其中一些
动物已经频频与人类发生交集。教育民众学会如
何与它们相处，在国外一些国家已经较为普及，如
今也成为了我们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在此过程中，发挥好互联网的作用尤为关键，

如果没有形成正确共识，类似“流量害狼”的悲剧
还会发生。但如果网友们能够通过此事关注野保
工作、了解到一些常识，或是至少听一听各方的不
同观点，那么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会产生
一定帮助，这也许就是“网红狼”回报“一饭之恩”
最后的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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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前苏州河游船正式通航，为市民

游客带来了游览上海的新方式。2年来，

苏州河游船快速发展，新游船、新码头、新

航线相继投入运营。在此期间，不少市民

反馈，期待能将美食引入航线。昨晚，恰逢

苏州河游船通航2周年，首艘餐饮主题航

班首航出发。

18时30分，装饰一新的璀璨星河号游

船从昌化路码头缓缓驶出，13名游客率先

坐上餐饮主题航班。据了解，船舱内最多

能摆放6张餐桌，供24名游客同时用餐。

本次游船提供了双人餐、三人餐及四

人餐三种选择，以满足不同游客家庭的需

求。游客们不仅能近距离欣赏苏州河两岸

的璀璨夜景和历史文化风貌，还能品味特

色美食，体验浪漫的用餐时光。首航吸引

了众多市民游客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乏家

庭组合、情侣。

据介绍，此次美食游船航线从昌化路

出发，赴终点外滩源后环绕一圈返回原

点，全程约一小时。为了方便市民安排就

餐时间，即日起，市民们可以在悠游苏州河

小程序购买到明年一月底前的全部餐饮主

题航班。本报记者 解敏 通讯员 王笛

苏州河游船开航2周年 首艘餐饮游船昨首航

近日，由上海城
投航道建设、中交三
航局承建的大芦线东
延伸航道整治工程3

标段枢纽围堰正式
合龙。大芦线东延
伸航道是长三角地
区首条在滩涂区域
人工形成的河海直
达高等级航道。

■ 大芦线东延伸航道整治工程枢纽围堰正式合龙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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