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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千年文脉 绽放四明华彩
海曙“精特亮”扮靓卓越城区

仇 欢 应 磊 孙 勇 史 丽

作为宁波历史根脉、千年府城核心，丰
厚的历史文脉，灿若繁星的文化遗迹，都是
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公园可休
憩、街区可漫步、建筑可阅读、山水可漫享”
的城市风景线在城心繁华处逐渐呈现。

当前，海曙正着力推动千年罗城复兴计
划，以“一路古迹阅千载，两城繁华秀今朝”
为蓝图，环绕明州罗城古城墙设计，全长 7.6
公里，将明州罗城内的重要文化遗迹串珠成
链，推动望京门、长春门等宁波千年老城文
物遗址保护，着力打造古今交汇文化标杆
区、千年甬城核心区。

穿越千年的明州罗城精品线，就是一部
宁波的建城史。为打造这条精品游线，海曙
有一系列的大手笔：以先进科技的运用以及
富有创意的节庆活动，串联起现存永丰门、
和义门瓮城、望京门等遗址及以天一阁月湖
为代表的历史遗迹，打造成为宁波“最中心、
最文化、最繁华、最精华”，具有宋韵特色的
旅游精品线。

文脉绵延，与古为新。未来，这里还会
有“我与罗城的前世今生”剧本游，游
客以 AR 角色“入镜”，精品线就
是巡游路线，一眼望尽“历史照
进现代梦，古城映入海曙夜”
的千年繁华。

随着千年罗城的启
新，海丝古港盛景也将
重 现 。 作 为 海 曙 今 年

“精特亮”创建项目之
一，“海丝古港·千年运
河文化轴”有效整合海
丝文化、运河文化、聚落
文化和唐宋文化，实施

“静水而智”“乐水而居”
“临水而憩”“依水而行”建
设，将西塘河南岸打造成为
具有甬城特色的运河文化段
落，加深历史文化烙印，充分展现

“千古运河，今韵西塘”的古今特色。
线路东起江厦桥，经中山东路—中山西

路—梁祝大道—通途路—大西坝路，全长约
13 公里。运河两岸现遗存有西塘河古桥群
以及望春老街、高桥老街等，呈现出一片商
贸繁荣之景。

以“精特亮”为抓手，赋能传统商业街
区。作为三江口历史最为悠久的商业街区，
如今迎来了更新再造，“潮回东渡路”夜生活
节，开启开放融合的新型夜市，打造了一个
城市新地标。

将大健康、新消费、数创智造等产业植
入“精特亮”创建工作，打造重现“百年药行
街”辉煌的中医药特色街区，集聚诊疗养生、
文化旅游、创新研究、老字号品牌，逐步形成
以中医药特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中医药大
健康产业集聚区和文化聚集地。未来，这里
将成为千年海曙的又一张新名片。

综合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光影艺术加
持，创新升级街区品质改造模式，承古纳新
赋予街区特色风貌。例如，鼓楼沿历史文化
街区应用街区灯光秀、灯阵、古戏台全息投
影等多种技术手段，展现“唐风宋韵·千年子
城”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风貌；和义大道、天一
广场运用数智技术对音乐喷泉进行升级改
造，形成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水世界”。

城心繁华流淌千年古韵

海曙，一端是古老又繁华的千年罗城，另一端牵着“物色甲东南”的四明山麓。

自“精特亮”工程创建以来，海曙以罗城为“原点”，自东往西延伸至四明山腹地，8 条“精品线路”有机更新，8 个“特色街区”沿

线蝶变，40个“亮点工程”散落全域，串起千年海曙的经济“动脉”和历史“文脉”。内外兼修，提升区域颜值与气质，推动城乡品质更

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海曙扎实推进“精特亮”工程创建工作的题中之义。

海曙利用“精品线路”，串联起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的发展轴线；利用“特色街区”，点亮历史与现代交汇的城市客厅；利

用“亮点工程”，引领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充分展现海曙文化璀璨之美、历史厚重之美、经济发展之美、环境宜人之美，精心勾勒出

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精美轮廓，不断擦亮着“海曙·创造美好品质”品牌，让“精特亮”工程成为展示海曙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样板区的窗口。

枕山拥江揽湖滨海枕山拥江揽湖滨海

不止颜值和风景，今年海曙 20 个亮点工程在产业发
展、民生改善等方面补齐品质短板，让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均
衡，带动全域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精特亮”创建，
让群众享受更多发展成果，是海曙在建设共同富裕样板区
征程上的生动实践。

聚焦民生需求，构建交通“畅通网”。目前，海曙正抓紧
实施沿江、沿路、沿山“三沿”开发。其中沿江加快建设丁家
湾、五江口等区块，谋划推动“三江汇海”城市新地标建设；
沿路西进，推动联丰路改扩建、鄞县大道改造等工程；沿山
加快推进总投资 70 亿元的海曙四明山革命老区环线生命
安防公路工程，构建“1+4+6”环线路网，将实现进城路程缩
短20公里、用时减少40分钟。未来，这些沿江而立的城市
新地标，将进一步激发海曙汇聚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
等“全流量”的区域优势。

立足公共服务，筑牢治水“防护墙”。海曙将鄞江堤防
项目作为今年“惠民”1 号工程，确保主汛期前完成主线封
闭，加强沿江强排能力，实现防汛作战指挥“一张图”、应急
响应联动“一键通”。推进镇乡大管网供水建设，覆盖鄞江
镇、章水镇、龙观乡 31 个村（社区），惠及企业 435 家、居民
2.7万余户。

坚持宜居共享，提升居住“幸福感”。一直以来海曙坚
持城乡融合理念，将山水引入城市，让城市融入山水，加快
推进高桥奔富集中安置、望春工业园横港美丽宜居村庄、海
曙乡村振兴旧村改造等项目建设，努力提升村民生活品质；
同时，实施城乡社区宜居化改造工程，打造 15 分钟便民服
务圈，健全都市化的配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建设形成
宜居宜业宜游的城乡品质生活。

围绕产业赋能行稳全域发展高质量之路。“城西未来长
廊”“浙东文化思路”“滨江休闲线”等精品线路的创建，正在
拉开城市框架，串起宁波港航服务中心、宁波工业互联网研
究院产业园、宁波国际邮件互换中心等新兴产业园区，引才
聚流，联动区域，惠民利民。

一条条精品线路、一个个特色街区和亮点工程正源源
不断地散发出高品质魅力，激发起千年海曙的发展新活力，
着眼未来，卓越可期！

全域提升实现均衡发展

作为复合型城区，海曙既有现代都市又
有美丽山区，既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又有优越
的生态环境，在城乡之间，一幅“红绿”相融
的共同富裕新图景徐徐展开。

最近，海曙龙观乡的宁静被一个重磅消
息打破：凭借生物多样性，该乡连续两年登
上世界级平台，向全球介绍龙观经验。

“与它的绿色竞争力分不开。”海曙区相
关负责人说，龙观乡地处宁波四明深山，73
平方公里丛山连绵，森林覆盖率达 85%，目
之所及皆是绿色，森林之下更蕴藏着多姿多
彩的生物。

如今，走进龙观乡，村口是宁波（龙观）
生物多样性友好体验馆，半山古村里有中华
蜜蜂科普体验基地，外牌楼水库上游在规划
建设鸳鸯湖基地项目⋯⋯成为“红绿相融”
的新晋打卡地。

还有一条从鄞江路到密北线余姚界的
精品线路，串起它山堰、鄞江古镇、四明山革
命烈士纪念园、鱼鳞坝、茅镬古树公园、杖锡
樱花园等特色景点，带动了全线 50 多公里
沿路的美丽经济。李岙零碳光伏村是沿线
的一个“网红村”。联排小洋楼，白墙黑瓦，
挨家挨户屋顶上发光的瓦片，正是“零碳富

民强村”的核心技术所在，让李岙村的“绿色
收入”源源不断：362 户居民每户每年可免
费享受 600 千瓦时电，每年售电还可为村集
体经济增收60余万元。

绿 色 生 态 是 海 曙 城 乡 不 变 的 底 色 。
在广泽精品线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二月三月摘马蹄，四月榨油菜，五月采桑
葚，六月挖莲藕，八月钓龙虾、螃蟹，九月
采菱角，十月制藕粉，剩下两个月水稻收
割亲子体验⋯⋯道出了集士港镇新后屠
桥 村 一 年 四 季 瓜 果 飘 香、物 产 丰 裕 的 好

“丰”景。该村的 5 个农场经过差异化经
营，各有侧重又独具特色，周末和节假日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成为带动乡村迈向
共富的支柱产业。

秉承“红色引领”理念，助力革命老区振
兴。海曙通过红色地标彰显、旅游产品设
计，积极推进一镇一品建设。章水镇举办贝
母文化节、樱花节、“四明问秋”国际越野赛
等节庆活动，打造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标杆
地；鄞江镇打造建岙妈妈农场、红色研学线、
红色剧本杀等兼具教育意义和市场化的文
旅项目，推动村集体就业、收入增长，助力革
命老区实现“千年古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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