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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口街道，有一片规划面积17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块土
地，作为城市转型示范区所在地，

承接了时代赋予的使命。它在创新图强中开发与发展，接
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呼应大宁波，朝着成为宁波乃至长三角
的新型城市化战略中的标杆样本而不断前行。

昨天，城市转型示范区项目中的子项目——滨江生态公园项
目在4家国际一流企业入围的基础上开标；明天，旨在成为城市客
厅的城市展览馆项目将进入全面开工阶段。“一年出形象”的阶段
目标基本实现。

城市转型示范区项目自今年3月1日启动以来，围绕“一年
出形象、三年打基础、五年成规模、十年现新城”的战略部署，已
构建政企合作平台，加快规划设计方案、提前进行平台招商、完
善项目运作机制等，项目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

如今，城市转型示范区的总体规划已经敲定。在规划中，城
市转型示范区致力于构筑生命共同体、传承历史文脉，打造城市
客厅，绘就了一幅人文与自然和谐交融的优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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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态和谐放在首位

示范区构筑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十九大报告时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

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

美丽。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

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

土的命脉在树。”人与自然形成了一

个生命共同体。在城市转型示范

区，将不仅仅由钢筋水泥构成，在区

域内构筑生命共同体，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作为构筑生命共同体的其中一

环，城市转型示范区的子项目——

滨江生态公园项目坐落于县江临

岸，是示范区生态景观格局中至关

重要的生态廊道之一。景观设计面

积约 81公顷，范围包括县江及人工

湖两岸公共绿地，其中南北向长约

3.2公里，东西宽约 1.3公里。筹建

中的滨江生态公园，将成为城市转

型示范区项目的门户区，定位为开

放式的休闲生态公园，集市民休闲、

运动、娱乐、文化体验、集会等功能

于一体。

生态重构是城市转型示范区构

筑生命共同体的又一举措。今年，中

交城投宁波公司组织专家，对区域内

整体生态资源与生物多样性进行了

整体调查，并基于此确定了生态环境

类型和核心元素，制定了重点保护物

种名录和保护方案，并拟实施生态重

构。根据实施方案，主要以鸟类多样

性为生态指标，通过鸟类生态需求，

开展多样化栖息地构建，并通过完善

食物链和食物网建设，优化生态系

统，促进生态系统稳定性。同时，不

断优化水网结构，实施生态护岸工

程，打造以最具江南特色的密集水网

为核心架构，实现“湿地—公园—城

市”的完美融合，打造一个完全的湿

地公园城市，并以晋升国家级城市湿

地公园为建设目标。

将保护文化融入开发

示范区传承历史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

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

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

市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

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

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

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石墙黛瓦、又见炊烟”的古

村落有着时间积累沉淀的韵味，

是人们心灵深处对乡愁的寄托。

然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许多村庄包括千年古村正日渐消

匿于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丛林

里。上了楼后的村民心中那割不

断的情感记忆，该如何慰藉？被

城市化后的家园那斩不断的文化

之根，该如何凭吊城市转型示范

区的选择是将保护文化和传承历

史文脉融入开发建设中，让新城

成为乡村历史文化的延续。

建造乡情博物馆是其中的一

个举措。在城市转型示范区17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目前仍存在着

包括后江村、庄家村、新桥下村在

内的 16个村落。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村落所在地都将变成新城的

一部分，传承其历史文脉就成了

当务之急。城市转型示范区拟建

造一座乡情博物馆，通过文物的

收集整理、文脉的发掘梳理等方

式，在故土新居上留下历史、留下

文化、留下浓浓的乡韵。

乡情博物馆，将收罗村庄的

由来和历史变迁、社火竹马和婚

丧嫁娶等民间习俗、村民口口相

传的历史典故和传说故事等文物

文献和多媒体文字影像资料。同

时也将收集生活生产用具、村庄

特产等实物。并通过互动体验等

多种方式,力求多角度地呈现乡情

村史。建成后的乡情博物馆，将

供新城居民品味历史文化脉络，

也将给寻根者提供一个缅怀的场

所。

缺乏本土元素，一直以来都

是不少外来企业承建工程的短

板。但城市转型示范区的承建方

——中交城投希望改变这点。筹

集中的乡情博物馆，无疑是本土

元素的一个集合体。据悉，乡情博物

馆本身建筑也将采取本土建筑风格，

或是选用富有历史底蕴的老建筑改

建。同时，对于辖区内村落现存的古

建筑和古迹等，城市转型示范区也将

对其进行修缮和保护，使其在历史的

潮流中继续存续。

品质形象全面展示

示范区打造城市客厅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网上有人给我建议，应多给城市留点‘没用的

地方’，我想就是应多留点绿地和空间给老百姓。”建设宜居城市，提高

居民生活质量，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注的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城镇建设水平，不仅关系居民生活质量，而且也是城市生命力所在。”

城市客厅是市民和八方来客

共享休闲时光的场所，把一个城市

的历史、发展、未来、文化的东西都

综合展现在某些特别的的人文景

观之上。作为城市转型示范区的

城市客厅，城市展览馆项目位于中

交转型示范区范围内，东侧为县江

及城际铁路、西侧为规划方欣路，

南侧为葭浦路，总建筑面积约

15000平方米，主要将展示奉化风

土人情、奉化特色以及整个项目建

设的展示，将成为市民、外界了解

奉化及该项目的窗口之一。

城市展览馆的总体设计思路

是“交织空间”。公共景观，建筑和

人的活动得以在建筑及其所在的

景观场地上交织起来，并将新建筑

和公共景观空间有机结合。整体

设计以主体规划模型为中心，突出

城市展览馆的建筑属性。同时，围

绕主体规划模型的空间进行展开，

将展览馆设计成一个极具开放性

的展览空间，结合地块的景观设

计，成为人们感受艺术文化的好去

处，并成为奉化的城市文化新地标

和真正为市民设计的城市客厅。

其功能分区包括奉化区城市

展览馆、重点区域规划馆展馆、现

代艺术馆三部分，对外辅以会议功

能，对内辅以展馆相关办公、餐饮

等配套。

对于城市文化来说，灯光秀是

超越城市照明的一种城市空间的

光艺术诠释和演绎，它不仅完美展

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塑造了

城市的美好形象，同时赋予了城市

新的活力。城市展览馆项目将结

合地理位置和文化根基等元素，运

用最新的灯光技术，展现出具有文

化内涵的灯光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