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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旧的围墙变成了别致的青砖木
栅栏，杂草丛生的荒地变成了绿意盎然
的公园，零乱的菜园砌出了整齐的砂石
小路⋯⋯漫步长兴县龙山街道乡村，荒
地变公园、仓库变餐厅的“蜕变”层出不
穷，让人目不暇接。

“画溪谷”是湖州“五谷丰登”规划
的首批“创谷”之一。龙山街道川渚片
区地理位置优越，是“画溪谷”一主两翼
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龙山街道提出
打造川渚农旅融合示范区，依托“微改
造、精提升”行动，强化项目引推，助力
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从 2021 年开始，龙山街道结合川
步和渚山区块实际，做好顾渚“画溪谷”
规划和发展的衔接。目前，已与杭州玄
果旅游、中国美院等深化合作方案。同
时，结合江南茶香共同富裕示范带、川
步村历史文化村落、渚山村美丽宜居示
范村创建等工作的推进，在川渚区块乡
村面貌提升上，真正开好了局。

强化项目招引，丰富旅游业态。该
街道落实“1+3”招商机制，即 1 名专职
和 3 名兼职招商人员，全力抓好招商引
资工作，侧重“文创+科创”方向，重点
加大“高端、品牌、年轻、时尚”等项目的
招引。截至目前，街道获取文旅招商项
目信息 9 条，其中萌宠乐园等项目已制
定了具体方案。

与此同时，该街道还建立了“每周项
目例会+每月回头看”机制，实行现场办
公，查问题、解难题、催进度，扎实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召开例会15次，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215个。截至目前，茶
文化交流中心已竣工，小隐·绿野仙踪、凤
羽兰博营销中心等项目顺利推进。

为了提升项目品质，龙山街道以
“画溪谷”建设为契机，推进资源集聚、
人才引进、农旅融合，如茶文化交流中
心围绕茶文化互动、茶产品研发、茶学
直播等领域，结合非遗展示、华侨文化
基地建设，推广传播中华茶文化。

练好服务“内功”，为旅游企业纾困
解难。龙山街道深入开展“疏堵解困转
作风、营商环境再提优”专项行动，建立

“三问三查三清单”机制，及时梳理问
题，不断优化服务，打造亲清营商环境，
加快推进政策资金兑现、文旅产品推广
等工作，最大限度释放政策“含金量”。

目前，兑现“微改造、精提升”专项资金
50 万元；辖区尚隐、原乡等精品酒店暑
期档入住率和预约率均达到饱和，7 月
入住人数达到15078人次。同时，街道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上门
做好精品酒店、民宿等安全生产的指导
和检查，整改问题7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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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如画的长兴县龙山街道渚山村 谭云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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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省开展第二轮五年治堵
行动的收官之年，也是宁波实施交通治
堵的第十年。十年间，宁波以城市交通
治堵为重要抓手，不断优化城区道路布
局，完善道路网络系统，改善市民出行
环境；推动公交、地铁优先发展，建立快
速、便捷、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统，打造绿
色低碳交通模式；持续提升城市交通智
慧管理水平，加大智慧交通平台建设力
度，逐步从“治堵”向“治城”转变。

《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
测报告》显示，去年宁波中心城区的单
程平均通勤耗时为31分钟，与上一年基
本持平，在同能级城市中表现突出。作
为一个汽车保有量超过300万辆的城
市，宁波人“通勤幸福指数”的背后，是对

“公交优先、绿色低碳”治堵理念的坚持。
今年宁波的治堵工作，将在继续

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公交优
先、完善路网、停车扩容、管理增效等
一系列手段措施，目标为建立“设施
更加完善，出行更加绿色，管理更加
高效，服务更加优质，治理更加智慧”
的城市交通服务体系。

“我们将以公交优先为中心，推
动‘轨道+公交’‘公交+慢行’，发展
绿色交通。”宁波市治堵办有关负责
人介绍，一方面加速第三轮轨道交通
建设，优化常规公交线路，推动轨交
与公交融合；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绿色
出行奖励制度，积极出台或优化公共
交通出行各类优惠政策，推动公共自
行车、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与地铁、公
交共同探索形成潮汐人群运力调配
机制，满足民众“最后一公里”需求。

城市路网、停车、慢行等系统持续
完善。今年全年，全市要建成快速路
13.1公里、新开工4.1公里、续建9.2公
里；新增城市道路（含县城）46公里，新
增可变车道、潮汐车道40处。计划主
城区建成停车位2万个，完成老旧小区
停车位改造 2000 余个。全市新增中
小学配套停车场 16 处、停车位 3500
个，其中新增地下接送系统 6 处。同
时，宁波继续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停
车位错时对外开放，加快推动公共停
车位信息化管理。改造非机动车、行
人二次过街（慢行一体化）系统70处，
建成4处立体过街设施，建设城乡绿道
140公里，完成“最美上学路”“平安护
学区”“安全步行道”等项目11处。

数字化正在不断为全域治堵赋
能。今年，宁波充分运用大数据手
段，展开新一轮城市重要廊道拥堵治
理和“民选民评”堵点乱点治理，通过
畅通反馈渠道，进一步健全交通拥堵
点的反映及投诉机制。此外，宁波加
强交通管理指挥中心基础建设，建立
起对交通事件的快速发现、反应和处
置机制。同时，通过持续开放城市交
通数据，深化城市交通运行指数系统
的分类应用，推进指数系统应用于治
堵政策的制定与评估，加快推动城市
交通信用信息共享，建立实施交通违
法行为公众监督采信机制。

十年治堵，久久为功。就在本月，
宁波市治堵办经精心策划，推出了“治
堵十年·绿色出行让生活更美好”图文
征集活动，向广大市民网友征集新老摄
影作品、文章。据悉，目前该活动正在
征集阶段，后续将评选出一批优秀作
品，来集中展示宁波十年治堵的历程。

宁波十年治堵成果显著
绿色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宁波环城南路西延 宁波市治堵办供图

缓解停车难题
老医院周边新建停车场

来到新建的省妇保停车场，会发现
满目都是“3变5”的立体车位。

“就是为在有限的空间里多挖掘停
车位。”该项目所属湖滨南山公司资产
运行部主任操国鑫介绍，对外开放的
322 个车位中，有 231 个立体机械车
位。立体机械车位空间利用率高，但管
理难度大。“我们花了很大成本，在试运
行期间配备了22个车管员。”

智慧系统上马，也进一步提高了车
位流转率。笔者注意到，在车库电梯出
入口位置，设有自助停车系统，车主忘
记把车子停哪了，只需输入车牌号，就
能一键查找。同时，停车场还与“城市

大脑”衔接，已实现“先离场后付费”功
能覆盖。

停车场的开放，极大程度地解决了
附近就医时“停车难”的问题，有效缓解
周边道路堵塞的交通压力。“早高峰的
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市一医院门口排队
的车子变少了，浣纱路也通畅了不少。”
操国鑫说。

放眼整个杭州，在已建成医院周边
挖潜增建公共停车库的案例，比比皆
是。

位于滨盛路儿康路交叉口东北角
的浙大儿院滨江院区地面临时停车场，
今年春天刚刚优化过，在原有基础上又
增加了 47 个停车泊位，总共有 593 个
泊位，停好车、过个红绿灯到医院，走走
就五六分钟左右。

2021 年年初，位于杭州城西的芦

荡公园地下公共停车库投入使用。该
停车场周边有兰韵天城、信鸿花园等大
型住宅小区，也有浙江医院三墩院区这
样的省级三甲综合性医院，同时公园还
紧邻杭州市大禹路小学和弘益中学，满
足各类停车需求。

此外，杭州市妇保医院、杭州市肿
瘤医院、杭州市三医院、邵逸夫医院、杭
州市红会医院、省立同德医院等热门医
院周边，都在后期建设了公共停车场
库，停车问题得到较大缓解。

深挖空间潜力
多方式布点公共停车场

越是停车难的区域，往往空闲土地
越少。杭州原有大医院多处于城市繁
华地带，这些后期“变”出来的停车场

库，是如何找到空间的？
“近年来，我们充分利用公园绿地、

市政广场等场所的地下空间，谋划建设
一批立体停车设施项目。”杭州市建委
停车办相关负责人说。

新技术、新工艺的使用，让“螺
蛳壳里做道场”成为可能。杭州
西湖区古荡单元冯家河地下智能
停车场项目，紧邻省立同德医院。根
据设计，这个占地面积不过590平方米
的智能停车场库项目，能提供 55 个停
车位。

善于发现、主动对接，让杭城医院
“停车难”得以缓解。早前，省儿保医院
（湖滨院区）对面的拆后土地有闲置空
档，杭州市建委党员志愿服务队第一时
间上门对接，多方协调，最终建成 203
个临时停车泊位。

杭州还在结合土地出让，进行公
共停车场布点。芦荡公园地下公共
停车库，就是杭州市首个通过土地出
让，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公园地下
公共停车库。“停车场建设是公共事
业，前期需要很大的投入。如果全部
都由政府来承担，财政压力很大。”
杭州市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停车产业化的运作，鼓励企
业投资和让市民受益。

投用必去体验
稳扎稳打满足车主需求

停车场库建设并非仅听一家之言，
也不是一建了事，杭州市建委停车办有
数条不成文的规矩——在停车场库建
设前期，要开展民情服务，邀请周边单
位、居民代表召开民情恳谈会；建设过
程中，要倾听民意解难题；在建成投用
后，要以普通车主的身份去体验。

在上城区景芳园地下公共停车库
建设中，就有居民担心，施工是否会影
响周边房屋安全，可能占用公园绿化。
为此，停车库建设方案将原本破旧的景
芳公园统一进行提升改造，以满足当地

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将原本由社区零散
养护的公园纳入专业化的绿化养护。

同时，在施工机械设备正式进场前
做好建筑物等第三方检测工作，将房屋

监测数据及时在社区公开栏进行公
开，以便让居民及时知晓监测情

况。
体验，则是为更好地了解

车主的需求，在未来的工作中
积极改进。“只有去现场，才

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
做工程就是这样的。”杭

州市建委停车办相关
负责人说。

多措并举开良
方，杭州的就医停车

难 题 得 到 了 一 定 缓
解。杭州市建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机动车停车
泊位建设过程中，还将积极

推进医院周边公共停车泊位
建设，以高质量建设标准助力

“两个先行”。

杭州治堵打出组合拳

持续挖潜“周边地”缓解就医“停车难”
徐攀峰 吴佳妮

近日，身怀六甲的王女士去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产

检，却不似往日焦躁：“省妇保对面

就是公共停车库，不用再绕着圈子

找停车位了。”

今年 3 月起，省妇保停车场项

目启动试运营，目前共对外开放

公共停车泊位 322 个。该停车场

位于杭州学士路浣纱路口，对面

就是省妇产科医院和杭州市一医

院，还能辐射至 200 米开外的省

中医院。

为缓解就诊“停车难”，2011

年以来，杭州市通过“规划、建设、

引导”配套组合，强化利用临时用

地、出让用地增建、单位利用自有

用 地 加 建 等 方 式 增 加 区 域 停 车

位，全力推进医院周边的公共停

车场库建设。截至 2022 年 8 月，

医 院 周 边 公 共 停 车 场 累 计 建 成

35 个，泊位数近 7000 个，极大地

缓解了停车压力，医院周边的交

通 逐 渐 有 序 化 ，助 力 杭 城 治 堵

保畅。

省妇保医院南侧公共停车场省妇保医院南侧公共停车场

浙大儿院滨江院区地面临时停车场

芦荡公园地下公共停车库的出
入口就在浙江医院三墩院区对面

芦荡公园地下公共停车库的出
入口就在浙江医院三墩院区对面

（图片由杭州市建委停车办提供）（图片由杭州市建委停车办提供）

准备课程方案、与高校生源对接⋯⋯
近段时间，在安吉县山川乡船村创客中
心，丰生美墅文旅管理团队的5名年轻创
业大学生格外有干劲，自8月中旬入驻以
来，团队一直在忙着千名乡宿管家培训活
动。“除了‘零成本’入驻，山川乡还给我们
提供各项服务指导、政策保障等。”团队负
责人汪浩浩说，瞄准民宿管家这一新兴职
业，他立志要在安吉建起一个“民宿管家
库”，并打造出全县服务业培训的标杆品
牌。

今年以来，为大力推进大学生招引
“百千万”专项行动，集聚天下英才助力
打造更高品质省级旅游度假区，山川乡
紧跟全县“人才强县”战略步伐，大力推
进人才招引工作，依托蓬勃兴起的乡村
产业，为广大青年提供大有可为的创业
就业空间。

据悉，千名乡宿管家培训活动将实

施“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
即走进高校，开展校企合作；设立实践
岗位，邀请学生前来实习。目前，团队
已成功与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商贸旅游
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即将进校开展首
轮培训。

“为提前介入人才招引工作，我们
重点邀请大三学生前来民宿实习。”据
山川乡党委委员李鹏飞介绍，有意向且
表现较好的学生可提前与民宿签订就
业协议；针对培训后取得金牌管家证且
后期到山川就业的大学生，乡里还将给
予一定奖补。

用心筑“巢”只为引凤来。今年 6
月底，该乡完成了对大学生创客中心
的扩建提升工作，优秀合适的创业项
目可以免费入驻创业平台进行孵化。
1500 平方米的创客中心分为共享办
公、培训实战、交流研讨等五大主题

区，并设置了乡村振兴大讲堂、亲子互
动区、食堂、宿舍等平台基础配套服
务。如今，除丰生美墅文旅管理团队
外，昕羽文化传媒、九艺农业等大学生
创业项目均已入驻。人力资源、文旅、
环境设计、雕塑艺术等类别的项目也
将陆续进驻，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更
多活力。

近日，在山川乡入口处，10 亩荷花
池旁，原先的闲置空地上，多名工人正
在加紧施工。“利用荷花池的风景，我们
打算在旁边搭建一家咖啡甜品小店，打
造成一个新的网红打卡点。”店主章凯
介绍，该闲置区块由乡政府以免租金形
式提供，项目预计在 10 月即可投入运
营。

为吸引、鼓励更多青年到山川创
业，该乡开启资源引才、产业引才的
新模式。乡里对全乡域的闲置公共

资 源 进 行 排 摸 ，包 括 一 些 闲 置 农 房
登 记 入 库 ，由 强 村 公 司 出 面 洽 谈 收
购 ，并 以 免 租 金 或 者 合 作 的 方 式 推

荐 给 优 秀 高 校 毕 业 生 和 创 业 青 年 。
村里的闲置水电站被盘活成民宿进
行经营，实现村集体增收；闲置农房
被 改 造 提 升 ，以 新 形 象 吸 引 了 不 少
游客⋯⋯

眼下，依托船村民宿村落打造，山
川乡正积极筹划艺术乡宿产业发展。

“我们计划建设一个年轻群体的聚集
地，辐射延伸至陶瓷、雕塑、文创设计等
适合青年人的业态，以此来吸引更多年
轻群体加入。”李鹏飞介绍，山川将积极
向外界推介现有创业资源，持续开展

“艺术进乡村”、“学生+民宿”结对、“青
年人才+民宿”等活动，进一步推动形
成以产业引人才、以人才助产业的良性
格局。

聚集优质资源 搭建创业平台

安吉山川乡筑好人才“追梦巢”
杨卫丽 冯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