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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为王
推动城市空间新蝶变
在海曙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全力打造‘城市在花园中生长、花园在城
市中绽放’的空间格局。”实现这一目标，
唯有加快项目落地。

以“卓越”为目标为牵引，海曙奋力开
展“三比三拼三焕新”行动，攻坚破难、苦
干实干。去年，海曙加大力度推进项目落
地建设。三江口、月塘东、丁家湾规划高
效推进，三市、长乐未来社区加快建设。
征拆净地保供攻坚行动扎实开展，35个项
目拔钉清零，完成征拆 180 万平方米，城
中村改造居全市前列，破题开展零星房屋
管理优化工作，藕缆桥村等首批 29 个点
位实现治理焕新，藕池、水家、林村等小微
企业园竣工交付，洞桥上水碶产
业园加快建设，“千项万亿”
重大项目投资完成率居
全省前列。

可 以 预 见 的
是，一系列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项目
落地，正在推动
城 市 空 间 新 蝶
变。今年，海曙
聚 焦“ 三 沿 ”开
发，探索“双兴”
路径，全面启动片
区开发提升城市能
级三年行动计划，安
排重大项目 270 个，开
工建设项目53个，完成征拆
150 万平方米，确保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10%以上。

一系列顶层设计凸显“卓越”品质，海
曙全域正在全面焕新：以秀水焕新为亮
点，做强罗城城市之心；以都市田园为先

导，开发月塘东生态活力城；以未来社区
为牵引，打造品质江南城；以丁家开发为
突破，建设空铁新城；以海曙山地园为依
托，扮靓四明大花园。

蓝图正在变成施工图。前不久，海曙
月塘东生态区北区块战略合作签约。月
塘东生态区是海曙“三沿”开发的“桥头
堡”，也是宁波城市西进的新空间。在市
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海曙区精心谋
划、大力推动月塘东生态区开发建设，深
化区块研究、编制战略规划，明确将北区
块作为先行启动区，努力打造生态宜居、
产城融合、望田见水的生态活力城。

建设都市文博区
打造“行走的博物馆之城”

文化是卓越的重要要素。在新一年
的海曙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文

化是个关键词：让海曙成为
家喻户晓、慕名而来的
“ 中 央 文 化 活 力 区 ”

“ 都 市 文 博 引 领
区”，并提出争创
“省级文博强区

试点”目标。
眼 下 ，宁

波 中 心 城 区 海
曙 正 在 进 行 一
项 有 意 义 的 探
索 ，打 造 都 市 文

博 区 。 有 着 1200
多年建城史的宁波，

在 其 4.27 平 方 公 里 的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核心

区——罗城、子城内，正在打造
一座“行走的博物馆之城”，一个传承千
年文脉的都市文博区呼之欲出。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都市文博区”意
味着现代、代表着开放、彰显着特色，是一

种繁华、一种引领、一种个性。海曙正在
从城市更新、文化传承、文化展示等维度，
寻找文化脉络、嵌入现代科技，做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从殿堂走
向人群、走向市民。

于海曙而言，破题都市文博区，不止
是探索老城区的运营之道，更是为城市未
来积蓄发展势能、培育发展新能级。

海曙作为两宋明州的罗城、子城所在
地。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浸染了爱国忠烈
的浩然正气，厚植了浙东鸿儒的人文根
脉，屹立着“海丝之路”的历史遗迹，流传
着王安石以鼓楼刻漏为题作《新刻漏铭》
等名人佳话。这些思想精髓、名士风骨、
文化印记，跨越千年，历久弥坚。

根据规划，海曙区将立足于罗城、子
城这两个宁波市最具文化历史厚度和影
响力的地段，串联起众多文物古迹，建设
一座“行走的博物馆之城”。目前，海曙区
正在打造一条明州罗城文化精品体验游
线。

明州罗城精品体验游线以鼓楼为中
心，环绕明州罗城古城墙设计，全长 7.6 公
里，途经望京路—长春路—灵桥路—江厦
街—和义路—永丰路，串联现存的永丰
门、和义门瓮城、望京门等遗址，以及以天
一阁·月湖为代表的历史遗迹，并涵纳秀
水街、永寿街、莲桥街等历史文化街区。

为打造这条精品体验游线，海曙区频
挥大手笔：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宁波
塘河文化陈列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院南馆
等一批文博场馆新建扩建，在这里，每万
人拥有博物馆的密度远高于国内同类城
区，一座“行走的博物馆之城”雏形已现。

近年来，海曙提出建设“行走城市·寻
找记忆”博物馆之区，打造演绎新场景的
都市文博区，通过新设立海曙区博物馆、
制订都市文博区发展规划、优化博物馆扶
持资金管理办法等，使各类博物馆如雨后
春笋、遍地开花，目前全区已建成博物馆、
展览馆等 40 余个，海曙都市文博区的集
聚效应已形成。

在都市文博区建设中，海曙区在开发

主题上有导向，践行“城市在花园里、花园
在城市中”“博物馆藏在花园里”等理念，
推进重大区块研究开发。同时，在景区功
能上有迭代，通过引进新技术、新业态等
方式，将现代元素嵌入到传统文化中，在
历史空间中留下属于当代人的鲜明印记。

共建共治
创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区

现代化治理体系维护着社会安稳，保
障经济社会发展。海曙区《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良性互动，为夺取省首批“三星平安金
鼎”、创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区奠定基础。

如今，以“邻舍家”为阵地，在城区和
农村根据群众需要分别打造小区自治服
务站、“和邻小院”，为民排忧解难、共创美
好家园，已成为海曙基层治理的常态。海
曙创新推出的“和邻友约”治理法下活了
基层治理“一盘棋”。

海曙城乡共生、村社并存，基层诉求
千差万别，区域治理存在的对接不精准、
渠道不畅，多元诉求难满足，城乡资源不
均衡等问题，制约着基层治理成效。如何
将“千条线”拧成“一股绳”？“我们融合了
全区 30 个部门、17 个镇（乡）街道的社会

治理工作经验，探索形成‘和邻友约’治
理法，旨在达到共绘‘和’谐底色、共

推睦‘邻’自治、共享‘友’好服务、
共守良法公‘约’的治理目标。”海
曙区社会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

“和邻友约”治理法有机串
联起政府、党员群众、社会组织等
多元治理主体，形成“以城带乡、
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作为宁波核心城区，海曙区不
少区域存在零星房屋管理难问题。为

此，海曙区专项开展基层治理的一次创
新实验——零星房屋物业管理。

眼下，海曙区深入开展优化零星房屋
管理行动，梳理出 100 个零星房屋点位。
古宅深巷的历史街区如何变身为“和邻老
街”？面对这一难题，海曙区积极谋求全
新解法。

历史街区治理，难就难在零星房屋呈
开放式分布，无法同普通物业小区一样实
现封闭或围挡式管理，也难以吸引物业公
司入驻，存在卫生、消防、治安等隐患。同
时，历史街区规划的不确定性，让治理充
满变数、管理充满挑战。

海曙区以党建为引领，成立永寿街区
管理优化专项行动小组，牵头链接资源联
动治理。2023 年 6 月底，制作完成了问
题、底数、需求清单和区块地图“三单一
图”，将街区细分为3个网格，联合社工、民
警和综合执法队员组成服务团。

通过社区服务、居民自治，“和邻老
街”开放式治理有机串联起政府、党员群
众、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各方分工
协作，不仅共同建设美好家园，而且为历
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注入了生机与活
力。

如今，海曙零星房屋从“无人管”实
现了“有人管”，逐步破解“谁来管、管什
么、怎么管”三大难题，实现物业“小支
点”撬动治理“大格局”，提升了基层治理
体系。

守正创新担使命守正创新担使命，，载梦扬帆赴新程载梦扬帆赴新程。。

20232023 年年，，宁波市海曙区比拼的氛围很火热宁波市海曙区比拼的氛围很火热，，展现了海曙风采展现了海曙风采；；复苏的步伐很铿锵复苏的步伐很铿锵，，彰显了海曙创造彰显了海曙创造；；焕新的成果很丰焕新的成果很丰

硕硕，，扮靓了海曙品质扮靓了海曙品质；；奔富的实景很暖心奔富的实景很暖心，，守护了海曙美好守护了海曙美好。。

过去的一年过去的一年，，海曙高效落实三个海曙高效落实三个““一号工程一号工程”“”“十项重大工程十项重大工程”“”“争创市域样板争创市域样板、、打造一流城市打造一流城市、、跻身第一方阵跻身第一方阵””等部署要等部署要

求求，，扎实开展扎实开展““三比三拼三焕新三比三拼三焕新””行动行动，，攻坚破难攻坚破难、、苦干实干苦干实干，，全面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卓越城区迈上新台阶全面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卓越城区迈上新台阶。。

当前当前，，海曙区提出在海曙区提出在““勇当先行者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谱写新篇章””征程中打造卓越范例征程中打造卓越范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锚定锚定““卓越范例卓越范例””目标目标，，宁波都市核心区海曙正在全方位宁波都市核心区海曙正在全方位、、系统性提升品质系统性提升品质。。当前当前，，海曙区已经明确海曙区已经明确：：打造卓越范例是发打造卓越范例是发

展的再攀高展的再攀高，，必须下好先手棋必须下好先手棋、、开好顶风船开好顶风船。。打造卓越范例是共富的实景图打造卓越范例是共富的实景图，，必须回应新期盼必须回应新期盼、、共享新美好共享新美好。。打造卓越范例打造卓越范例

是作风的大锤炼是作风的大锤炼，，必须携手向前进必须携手向前进、、合力往前赶合力往前赶。。

锻造新质生产力 推动城乡品质蝶变

海曙全面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卓越城区
应 磊 孙 勇

海曙区建设都市文博区海曙区建设都市文博区

城乡蝶变空间焕新

海曙风光

老年畅享好老年畅享好““食食””光光

创新开展零星房屋物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