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打浦路越江公路隧道!全

长 !"#$米!作为上海第一条越

江隧道! 在早期的一些文献资

料中! 它用的是另外一个名

字"""#黄浦江隧道$%

建成后!由于人防需要!不

是所有车都可以从隧道中通

行%顾正荣告诉记者!当时隧道

的出入口处都有军人站岗!要

通行必须要提前打报告! 获批

后才行%

然而!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

件和技术水平! 至 !%%&年!使

用了 &%余年的打浦路隧道在

设计和施工条件上存在的一些

不足日益凸显出来& 通行能力

低!导致车辆排队现象严重'通

行条件差! 导致交通运行可靠

性不高'通风等运营设备老化!

导致高耗低效' 运行设施的现

代化智能化程度低! 使得交通

故障发生率日益攀高%

'%%(年!打浦路隧道开始

全面改造! 并在原有隧道西侧

建设打浦路隧道复线! 让原来

#一来一回$的车道!拓宽至双

向四车道! 大大缓解了车辆拥

堵!提高了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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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新民客户端

! ! !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下
午就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加强我市医科类高校建设，赴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
进行专题调研。李强指出，当前，全
市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办好
医科类高校，事关人民健康、事关城
市发展，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着力培养一流医学人才、造就一
流师资队伍、形成一流创新成果，努
力建设一流医科类高校，为提升上海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建设“五个
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更大贡献。
市委副书记尹弘，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诸葛宇杰，副市长陈群参
加调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创建以来

已为社会输送了 ! 万余名医学人
才。李强走进院史馆，了解医学院的
历史传承及创新发展，看到人才榜
上名家大师荟萃，为上海医学事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强说，医学
院校学生未来从事的是悬壶济世、
救死扶伤的特殊职业，不仅是技术
活、更是良心活，不仅医术要高明、
医德更要高尚，要进一步健全完善
医学人才培养体系，让更多一流医
学家脱颖而出、服务社会。
座谈会上，李强在听取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总体发展情况汇报后
指出，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发展，上海交大医学
院要坚定办成世界一流医学院的目
标定位，把提高质量作为最核心最
紧迫的任务，聚焦主干学科进一步
发力提升，带动学院整体办出特色、

办出水平。要发挥医学院管理体制
的优势，着力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现
代大学制度。高校的立身之本在铸
魂育人、立德树人，要把思想政治教
育和医德培养贯穿于医学教育教学
全过程、各方面，培养更多有灵魂的
医学创新人才。要按照政治强、情怀
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
的要求，造就一支名师名医队伍，既
要引进集聚国际公认水准的大师和
领军人物，也要大力培养本土人才、
青年人才，夯实人才梯队结构。要加
大基础研究，用好各类研究平台和
附属医院资源，不断产出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要落实科技成
果转化薪酬和分配制度，打通转移
转化“最后一公里”，充分激发医学
人才的内生动力。
上海中医药大学作为我国首批

建立的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为中
医传承创新作出了积极贡献。李强
走进上海中医药大学创新中药研究
院手性药物研究中心，察看创新中
药最新成果。听到中心坚持柔性合
作研究及跨学科联合培养，同国际
创新团队开展科研攻关，推进中医
中药国际研究合作，李强说，要抓住
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大好时机，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深化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努力使优势更优、特色更
特、亮点更亮，更好地推动中医药走
向世界。
座谈会上，李强听取了上海中

医药大学整体发展情况汇报，指出
上海中医药大学要坚定不移走内涵
式发展之路，坚持特色是生命，保持
战略定力，夯实中医药精英教育特
色，在中医药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要

坚持育人是根本，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
强医德医风教育，引导学生弘扬和
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精神。要推进医学
教育改革，深化医教协同、科教融
通、产教结合。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
一标准，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名师名
医。要坚持文化是灵魂，把中医药宝
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推动中
医药走向世界，为文化传承、文明接
续作出更大贡献。要继续发挥学科、
人才等优势，主动承接国家重大攻
关项目，在科创中心建设中发挥更
大作用。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上
海中医药大学取得更好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
宪、校长林忠钦参加相关调研。

李强调研上海交大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强调着力培养一流医学人才

努力建设一流医科类高校办出特色

! ! !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昨天在青浦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实
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
大机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谋划未
来发展，努力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做好特色产业、生态环境、

乡村振兴三篇大文章，积极主动服务
对接国家战略，为推动长三角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下午，应勇与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陈寅一行来到金泽水库，详细
询问水源地水质保护情况，了解黄
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工程建设进
展，并沿水库环线实地察看。应勇
说，水源地是城市的生命线，要加强
上下游生态联动保护，切实保护好

水源地的环境。
淀山湖是上海最大的淡水湖。

市领导乘船察看淀山湖，听取环湖
地区水环境治理和岸线贯通进展，并
登上甲板远眺岸线保护情况。应勇叮
嘱说，淀山湖对上海的生态环境和水
体保护至关重要。长三角地区水系连
通，区域发展要以进一步改善保护生
态环境为前提。要探索统一生态环境
标准、统一检测体系、统一监管执法，

发挥长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作用，持续改善湖水水质。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应勇

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是继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
湾区之后的又一个区域协调发展国
家战略，是党中央立足全国改革开
放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
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发挥上海作

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
作用，紧紧抓住一体化这个主题，努
力探索制度创新，推进改革措施系
统集成，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应勇指出，青浦同苏浙接壤，地

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要坚持长江经
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导
向，践行新发展理念，将生态环境保
护作为重中之重，加强水环境保护和
治理。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以一流的生态环境吸引
优质项目落地，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
协调发展之路。青浦区位优势独特，
要积极主动作为，做好服务对接，全
力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黄浦江底下做了起爆层
基于对当时时局的判断，同时

从有利于工业布局、加速城市改造
以及国防战备的特殊需求出发，在
书面上报国务院申请列入第三个五
年计划获批准后，上海启动了打浦
路隧道工程的建设，技术标准设定
为：以防常规武器为主，适当考虑原
子弹爆炸冲击波的影响，路面承载
力按汽车—"#级标准，能通过 #$

吨重型坦克。
“当时建造打浦路隧道的主要

目的是战备，建隧道既隐蔽又不会
影响黄浦江上的通航。”顾正荣回忆
道，打浦路隧道在设计时就考虑了
打仗时如何抗爆，还请南京工程兵
学院做了“模爆试验”。
为了要防炸弹，打浦路隧道不

仅要在结构上做得结实，当时还在
黄浦江底下做了混凝土起爆层。北
京地铁 " 号线、% 号线都因战备做
了起爆层。

!豆腐里"学着!打洞"

中国第一条越江公路隧道、第
一条采用盾构法施工的隧道……顶
着诸多“第一”光环的背后，打浦路
隧道的建成却有着太多不容易。“那
时是美国人搞封锁的时候，我们只
能自力更生。”顾正荣说，当时苏联
专家也来看过，但他们认为上海的
软土层组织要做隧道工程，就如同
在豆腐里打洞，行不通。
好在当时被抽调来做这个工程

的人员大多是年轻人，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肯坚持，不断探索和创新。

然而，要建隧道，没有趁手的工

具可不行。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就
尝试将地下隧道掘进技术应用到地
铁建设中，到%$世纪 &$年代，隧道
掘进技术开始在一些发达国家应用。
但什么叫盾构？什么叫管片？怎么做？
大家都不知道。顾正荣告诉记者，做
这个工程的人员，都是从各个单位抽
调过来的。谁都没有学过、干过这种
工程。“每一步都是靠着许多人摸索
出来的。盾构从哪里来呢？是搞设备
的人设计，请江南造船厂造的。”

部分过江段靠人工挖
建造打浦路隧道的盾构采用的

是气压盾构，施工条件很艰苦。顾正
荣记得，盾构穿过江心向浦东岸边
的竖井推进时，需要穿过一段粉砂
层，这是一个施工较为困难的地段。
当盾构到达离该竖井 &$米的地方，

发生了涌流，大量的泥和水从盾构
的尾部涌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施
工人员在隧道内重新加入气压。
充入气压后，流沙中的水被抽

干了。然而对于施工来说，一方面在
高压环境下，工作人员会产生不舒
服。另一方面，流沙中的水被抽干
后，土层立即变得十分坚硬，增加了
盾构推进的困难。“只能进行人工开
挖。”顾正荣说，进入“高压”盾构里
工作时，有种宇航员进舱的感觉，进
入后要把外面的门先关上，然后待
上 %$多分钟，等到气压和“高压”盾
构里的一致时，才能再打开里面的
门进去工作。工作结束后，则要减
压。“出来时，同事们一个个都像泥人
一样，黑黑的。”顾正荣告诉记者，有
些人在高压环境下不舒服，就吃一块
糖。等到过了这一段粉砂层，盾构就
可以自己“走路”了。当盾构准确无误
地进入预留洞门，成功完成隧道过
江的使命后，所有人都高兴坏了。
建成后的打浦路隧道，以货运

为主，双车道。它的建成，结束了黄
浦江两岸长期隔绝不通的状况，圆
了开埠以来上海人要天堑变通途的
百年梦想，为浦东开发打下基础设
施保障。另一方面，为上海未来其他
越江隧道工程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

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谋划未来发展
应勇调研青浦要求以一流生态环境吸引优质项目落地

为战备而建!圆了开埠以来上海人"天堑变通途#的百年梦想

黄浦江第一条隧道 它的代号叫“651工程”
旧貌换新颜

庆祝上海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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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浦路隧道是上海第一条穿越黄浦江的
隧道。1959年制订规划，1966年动工，1970
年建成，1971年6月通车。在公开的文献资
料中，很少能查到当时建造的详情。86岁的
顾正荣，当年是这条隧道的施工队队长，他道
出了原因，这条隧道是为了战备而建造的，起
初是保密工程，它的代号———“651工程”。

本报记者 裘颖琼

" $)"$年!打浦路隧道建成通车 采访对象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