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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轨交乘车码互联互
通又有大动作！继今年3月“沪
穗”通之后，昨天起，上海、广州
又与重庆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
实现三方互联互通。

也就是说，上海市民使用
“Metro大都会”APP就可以方便
乘坐重庆、广州地铁（3月5日已
开通），而重庆、广州市民则可使
用“渝畅行”APP（重庆地铁APP）、

“广州地铁”APP便捷乘行上海地
铁，同样“渝穗”之间也实现了互
通。至此，上海地铁乘车二维码
与全国包括长三角区域以及北
京、广州、重庆等主要城市在内
的15座城市轨交实现互联互通，
覆盖了国内三分之一的地铁城
市。

“沪渝穗”地铁二维码互联
互通后，使用“Metro大都会”APP
或“渝畅行”APP、“广州地铁”

APP，都可支持在本城或沪、渝、
穗任意一城地铁刷码乘车。其
中，“Metro 大都会”APP 升级到
最新版本后，点击乘车码左上
角“上海地铁”选择切换为重
庆、广州地铁，按照指引就可以
方便开通异地乘车码功能，刷
码畅行重庆和广州地铁。同
理，使用“渝畅行”APP、广州地
铁 APP，也均需升级最新版本
后，切换至沪或穗、渝轨道交通
乘车页进行类似操作。无需再
下载对方城市地铁APP，大大方
便了“沪渝穗”三地跨城出行的
轨交乘客。

需要提醒的是，在优惠活动
上，上海、重庆及广州三地乘车
二维码互联互通遵循乘车优惠
本地化原则。即乘客使用“Met-
ro大都会”APP乘坐重庆地铁、广
州地铁时不享受当地优惠；同
样，使用“渝畅行”APP、“广州地
铁”APP乘坐上海或广州和重庆

地铁也不享受当地的优惠。
此次“沪渝穗”城市轨道交

通的“强强联合”，运用互联网
技术携手推动城市轨道交通融
合发展以及票务共享，开展三
地地铁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工
作 ，具 有 里 程 碑 式 的 重 要 意
义。“沪渝穗”三地克服互联互
通跨区域兼容、结算等难题，三
地市民相当于有了一张地铁

“通票”，不仅方便两地市民跨
城交通出行、促进城市间绿色
出行，同时也对促进区域轨道
交通融合共通起到了积极的引
领和示范作用。

青年报记者获悉，自2018年
12月1日互联互通启动以来，上
海地铁乘车二维码已实现与长
三角所有城轨以及先后和青岛、
兰州、北京、广州、重庆等15个省
市轨交互通，这些城市轨道交通
总里程约占全国所有地铁城市
的50%，累计服务约806万人次。

“沪渝穗”轨交乘车码互联互通
使用三城地铁APP可支持在沪渝穗任意一城地铁刷码乘车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崇明岛新村乡近日
“喜提”2头麋鹿，和去年年底先
行来到这里的另外 2 头麋鹿汇
合，这1公3母麋鹿组成的大家
庭将成为本市麋鹿极小种群恢
复与野放尝试的重要组成部分。

2头雌性麋鹿是从上海动物
园“搬”到上海最北面的新村乡
的。3月30日，在上海动物园、市
林业总站、新村乡政府和项目施
工方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严格体
检和驱虫后，2头健康状况良好
的麋鹿顺利从上海动物园搬迁
至新村乡的新家。此前，已经有
一公一母两头麋鹿先行搬来这
里。

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未
来，在新村乡21万余平方米的土

地上，将建立起一个兼具有生态
景观、科研科普等多种功能，且
与新村乡的稻米文化相融合的
麋鹿栖息地，成为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中生物多样性恢复的
新村样本。

新建麋鹿栖息地位于新村
乡副业场范围内，现状为农田和
林地，总面积达21万余平方米，
将被划分成麋鹿栖息区、麋田
（轮牧）区、隔离区、水源涵养区
和科普宣教区5大主要功能区。
栖息地兼具麋鹿繁育、生态景观
和科普宣教功能，不仅为麋鹿种
群提供日常饮食、活动、玩耍、繁
衍以及接受免疫、检查和治疗的
场所，还设置了科普宣教区，可
供市民了解湿地、生态、麋鹿的
科普知识，观察麋鹿的生活状
态、了解其习性。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曾经的吴淞是国家
级老工业基地，低能级、高污染的

“五小”企业以及集装箱堆场、集
卡停车场导致地区产业能级落
后。而如今，作为上海五大转型
区域之一的吴淞创新城，将以凤
凰涅槃之势打造高品质的魅力空
间。昨天，宝山区政府联合宝武
集团、上实集团共同发布吴淞创
新城启动国际方案征集，根据方
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吴淞
院区）已确定选址于吴淞创新城
内规划保留的型钢厂房旧址。

据悉，此次吴淞创新城国际
方案征集共涵盖三大项目。第
一项是不锈钢地区功能策划暨
重点区域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
集，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聚焦

外环高速-逸仙路高架-长江
路-江杨南路围合区域约9平方
公里，开展功能策划研究；聚焦
沿蕰藻浜、中央钢铁公园两条线
形轴线两侧200-500米空间，重
点关注东西向景观线形要素；聚
焦蕰藻浜、南泗塘、北泗塘三水
交汇区域约0.8平方公里、轨道
交通18号线和19号线换乘核心
TOD区域约0.7平方公里以及重
要历史遗存炼钢厂房周边约0.7
平方公里三块重点区域。

第二项是中央钢铁公园及
周边区域景观设计国际方案征
集，此项研究在吴淞创新城外环
高速以南约12平方公里区域整
体景观结构的基础上，具体开展
中央钢铁公园范围（即规划呼兰
路和现状钢铁大道之间为主的
区域内）约100公顷的景观设计

方案，以期后续指导公园和开放
空间的具体建设。

第三项是上海大学上海美
术学院（吴淞院区）建筑方案设
计国际方案征集，前期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吴淞院区）已确
定选址于吴淞创新城内规划保
留的型钢厂房旧址，该厂房整体
长860米，最宽处宽120米，内部
高度20米左右，征集方案将以文
化引领、风貌保护、统筹发展为
总体要求，结合上海大学上海美
术学院发展愿景和功能需求，力
求通过工业遗存的保护改造和
活化利用，融入教育、文化、商业
等功能，打造具有文化特色、艺
术氛围和历史记忆的公共空间，
形成集高校教育、国际交流、公
共服务为一体的开放无界的艺
术地标。

受访者供图

吴淞创新城打造高品质魅力空间

本市将建麋鹿野放栖息地

崇明新村乡“喜提”4头麋鹿

工作人员在给麋鹿体检。 受访者供图

Q1 上海为什么要开展麋鹿种群的恢复与野放研究呢？
根据史料和化石考察结果，野生麋鹿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

区，上海也是野生麋鹿最后的绝灭地区之一，在上海重引入麋鹿

不仅可以保护、扩大麋鹿种群，增加麋鹿遗传多样性，还能使麋鹿

逐渐习惯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在上海成功放归大自然积累经

验、创造条件。同时，江苏、湖北等地的放养实践也表明，麋鹿适

应性强，可在不同气候、环境条件下生存。因此，在上海地区建立

麋鹿的自然或半自然种群不仅意义深远，而且完全可行。

Q2 为什么麋鹿这么珍贵？
麋鹿，又名“四不像”，隶属于偶蹄目鹿科麋鹿属，该属仅有麋

鹿一种，因此在生物学上具有特殊的意义。麋鹿曾有5个种群，即

双叉种、蓝田种、晋南种、台湾种和达氏种。前4个种群已经灭绝，

现存的仅剩达氏种。

Q3 麋鹿为什么会在中国本土消失？
麇鹿起源于中国中东部的长江、黄河流域的平原或沼泽，距

今 200-300 万年，与人类出现的时间相当。种群数量最大时在

琼、台、粤、湘、鄂、浙、沪、苏、皖、冀、津等省市都有分布。后由于

栖息地丧失与捕猎增加，麋鹿数量锐减直至野外种群消失，清朝

时中国境内最后一群麋鹿放养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1900年，

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一部分被运往欧洲各地。至

此，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

Q4 麋鹿是怎么回到中国本土的？
1898年后，饲养在欧洲各国动物园中的18只麋鹿被悉数买

下，放养在英国乌邦寺庄园内。1985-1986年，中、英两国合作进

行了麋鹿重引进项目，共重引入麋鹿77头，麋鹿正式回到故土。

截至2020年底，全国现有麋鹿数量已超过8000只，野生麋鹿数量

总计达2855只。

【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