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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 樊曦 马姝瑞）记
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日，由中国
铁建铁四院总体设计的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
段（沿江高铁合武段）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完善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

据铁四院总体设计负责人郑晓强介绍，沿江高
铁合武段位于安徽、湖北省境内，线路起自合肥铁路
枢纽合肥南站，经安徽省六安市区及金寨县，湖北省
麻城市、红安县至武汉铁路枢纽，经武汉天河站接入
在建的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

沿江高铁合武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网地位十分重要。线路全
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桥隧比超过90%，
其中由中铁十八局承建的大别山隧道长度超过8000
米，为全线控制性工程，穿越省级自然保护区和二级
水源保护区。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沿江高铁合武段建
成后，将在合肥至武汉间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
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对加快构建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服务区域
协调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新华社南京1月2日电（记者 刘巍巍）记者从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经过企业遴选
推荐、现场答辩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江苏首批12
位首席技师日前诞生。作为我国“新八级工”职业
技能等级架构中的“塔尖”人才，这些首席技师全部
来自生产、科研、技术攻关一线，目前在企业中的待
遇比肩高管。

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变压器互感器制造工禹
云长多年来坚守输变电设备研制岗位，研发出我国
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550千伏超高压并联
电抗器、世界唯一一台1100千伏并联电抗器等。作
为国际电抗器领域著名专家和技术权威，他不仅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还被聘为俄罗斯工程院
外籍院士。

20多年专注电线电缆制造的徐静来自远东电
缆有限公司，他研制出碳纤维复合芯系列导线、特
高压输电工程用大截面节能导线等。他还获得发
明专利40多项，带动电线电缆产业升级换代。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80后”炼钢工张红
军是江苏首批首席技师中最年轻的一位。在数字
化炼钢中，张红军开发出转炉双联工艺，独创全国
超低磷钢单渣法生产工艺，助力我国先进制造业钢
材供应链转型升级。

我国 2022 年开始建立并推行由学徒工、初级
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
席技师构成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首席
技师是其中的最高等级。2023 年 11 月，江苏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首次在全省头部企业中开展
首席技师评聘试点工作。

江苏省明确，企业聘用首席技师，待遇可比照
本企业正高级职称人员，同时鼓励企业吸纳首席技
师参与科研攻关、重大项目招投标技术评审等。

新华社客户端上海1月2日电（记
者 何欣荣 孙丽萍）“从湘江之畔到浦
江之滨，我们寻光而来，探寻一条传统
书院现代化转型的新路径。”2024新年
首日，拥有千年历史的湖南岳麓书院与
上海徐家汇书院签署结对合作协议，相
约合力“赓续文脉”，推动全民阅读。

吸引千年书院“寻光前来”的徐家
汇书院，同时交出一份运营一周年的耀
眼成绩单：作为上海文旅融合公共服务
新空间，徐家汇书院在 2023 年接待近
200万人次的中外读者游客，单日最高
客流超 1.7 万人次。新增读者证超过
1.4万张，位列全市区级图书馆第一，成
为上海年度现象级的城市图书馆和海
派文化打卡地。

“横空出世”又不走寻常路的这一
网红书院，背后有着怎样的流量密码？

“一岁”碰撞“千年”，

古今书院破圈合作

“过去一年，朋友圈里‘徐家汇书
院’出现频率很高，说明这座书院不一
般。去年九月，我们第一次走进徐家汇
书院，发现车水马龙的上海市中心，一
座区级图书馆可以如此充满活力。”在
上海跨年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
永明将双方合作缘起娓娓道来。

从 2023 年 9 月的首次接触，到
2024 年 1 月的“双向奔赴”，背后释放
的信息非常丰富：这是湖湘文化和海派
文化的碰撞，也是历史悠久的书院制度
和现代公共文化空间的深度融合。

“其实，我们是一座叫‘书院’的图
书馆。”面对来自千年书院掌门人的赞
誉，徐家汇书院负责人房芸芳笑言。

“书院在唐代本身就是图书馆。岳
麓书院与徐家汇书院，有两个功能是共
通的：藏书与教育。”肖永明认为，传统
书院和网红图书馆的融合并不矛盾，只
是回归书院的“初心”。

“一岁”碰撞“千年”，双方一拍即
合之后向何处去？肖永明认为，湖湘学
者和海派学者的对话，以及共同聚焦中
西文化交流史可能是第一步。毕竟，

“徐家汇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绕不过去
的坐标。”

双方表示，岳麓书院长于文化传
承和学术研究，而徐家汇书院擅长公共
文化空间的营造。双方合力，意味着以
传统文化为内核的“千年书院”和自带
互联网流量的新型“网红书院”将深度
融合，共同探路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从“光源”到“策源”，

寻找真正“流量密码”

有的流量喧闹一时，有的 IP 却可
以跨越时光成为经典。熙熙攘攘的人
群背后，是徐家汇书院坚持“沐光而生、
向光而行”的运营理念。

阅读有光。在徐家汇书院，“光”
的意象随处可见：在一楼，“光启”光盒
蕴含丰富文献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在
中庭，有 3D 打印的艺术装置“光启之
门”；镜面装饰上，也有“海上之光”的投
影……

“徐家汇书院第一年的愿望是‘变
成光源’，第二年的愿望是提升策源
力。”徐汇区文旅局局长伍彦心提到一
组数据：儿童阅读借还量超过整个书院
图书借还量的50%。“很多小朋友在这
里体验了纸质阅读，或许未来他们就成
为有长期阅读习惯的爱书人。”

一些阅读之外的变化也在发生：
人们走进书院，自觉放低了声音；门外
的队伍没有铁马，大家却主动排成了蛇
形；书院的志愿者服务名额，经常被“一
抢而空”。

当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国际文化大都市。徐家汇书院以“光”
作为自己的符号，就是要通过公共文化
服务对周边进行辐射，以点带面，让标
志性的公共文化空间与触手可及的图
书馆服务体系，共同汇聚成书香城市的

“星辰大海”。
房芸芳说，徐家汇书院的新年梦

想，就是让阅读之光从源头发散，产生
更大凝聚力和影响力。未来一年中，
该馆将携手社会各界，推出 20 个儿童
友好空间、30 座“灯塔书房”、200 多家

“书香伙伴”、500 多场阅读推广活动，
擦亮沪上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品牌。

当“一岁”碰撞“千年”
解析网红徐家汇书院的流量密码

徐家汇书院成为深受市民读者喜爱的海派文化新地标和“第二书房”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江苏首批首席技师诞生

沪渝蓉沿江高铁
合肥至武汉段开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