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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陆金妹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高架桥下
空间整治、提升工程在骆驼区域变
出了好几种“魔术”，除了改造成运
动场，还有公共停车场、学车训练
场、公共绿化、周末集市等，把昔日
的“脏乱差”桥下环境转为“净美
齐”。

近年来，高速公路立交桥下的
环境管理成为许多属地政府一个
棘手的难题。因为地处偏远，桥下
空间常被人用来偷倒垃圾和渣土，
环境脏乱。有些位置稍好的，被违
法改建成仓库、堆场，进行无证经
营，滋生诸多安全隐患。而最令管
理部门头痛的是，短期、运动式的
清理、整顿，治标难治本，往往“风

头”过去没多久，违法偷倒等又“死
灰复燃”了。

在镇海，绕城高速公路由西往
东贯穿骆驼、蛟川、庄市三地，绵延
数十公里，要管好这桥下空间，担
子更重。为此，镇海区尝试使用“以
用代管”模式，对桥下空间实施大
规模规划改造，不但要把环境搞
好，还与城市功能设施相结合，将
整治工程变为惠民工程。

两年前，庄市街道利用万市徐
村高速立交桥下空间，建起占地
13000平方米的运动长廊。这个由3
个篮球场、3 个笼式足球场、3 个羽
毛球场和 1 个儿童公园、500 米健
身步道组成的综合运动场，成为全
市最大的村庄运动场，辐射到周边
7 个村的数万居民，也成为全市桥
下空间成功改造利用的一个标本。

从2016年年初起，骆驼街道总
投资1500万元，对区域内的高架下
空间进行“大手笔”整治、提升。街
道相关负责人说，这项改造是全方
位、综合性的，街道与高速路政部
门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并邀请相
关大学精心做规划，更加注重与城
市功能区的配套、融合，“将桥下空
间的利用项目建设与环境整治实
施同步推进，打造一个‘新天地’。”

上周，街道城建服务管理中心
曹正舸主任陪同记者沿绕城高速
公路实地查看。在九龙大道绕城高
速交叉路段，桥下两侧绵延数百
米都被绿色的钢围网围了起来，
统一改为平整的水泥地面。曹主
任说，像这样的围网，共有 3.7公
里长，基本上实现全封闭管理。
其中，2.8公里的围网内实施了项

目建设。此外，高速公路的排水
道等也要改建，还要按要求保留
出应急维修通道。

在联勤村段，街道耗资近500
万元，建成一个综合性运动场和
4400 平方米的停车场，包括 4 个
标准门球场、2 个 5 人制足球场、
2个标准篮球场等。建设部门还造
了一座小桥，将运动场与南面的
骆城芳洲、碧水莲晴等小区连接
起来。被林带环抱的运动场，环
境相当优美。在九龙大道两侧，
新建的约18000平方米大型公共停
车场，地面划好了停车位，能停
400多辆小汽车。部分场地将用作
驾 校 的 训 练 场 。 而 到 了 每 年 的

“清运”期，这里将成为接驳公交
车的临时场站。为了配合329国道
的整治提升，街道还把骆驼村的
小商品市场搬到桥下空间，让一
周一次的集市得到规范、集中管
理。在花木大世界北侧，桥下空
间新建成一个停车场，方便经营
户批发、装卸花木。

桥下空间改造完成后，谁来
管？怎么管？据悉，骆驼街道探
索引入市场化的运营模式。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已初步制定了管
理规则，要求每个承租点必须设
置管理门岗，负责场地内道路硬
化 、 柱 墩 保 护 及 周 边 环 境 的 管
理，切实防止乱倒渣土的现象发
生。本月内，几个已经建好的功
能区将陆续实现移交。像联勤村
段的综合运动场，管理房等设施
已 先 前 建 好 ， 今 后 交 由 属 地 的
村 ， 实 现 动 态 、 专 人 管 理 。 此
外，街道还通过第三方机构，引
入测评和考核机制，让这些改造
设施真正能用起来、用得好，使
群众受益。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唐一波

滨海而居
离“蓝海”最近的地方

千年古镇咸祥，东濒象山港，
北倚福泉山，东南与象山县隔港相
望，西南与奉化市接壤，东北经沿
海大通道与北仑相连，处于象山港

大桥的西端。镇内林地、海洋资源
丰富，拥有 16 公里的海岸线，是
宁波市区离“蓝海”最近的地方。
小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民俗文
化底蕴深厚。

面向大海，诗意栖居。咸祥老
街，东起王家弄，西至后宅河头，
仅百余米长，宽不过十米的老街，
一度有“小宁波”之称。近年来，
以“镇建村拆、内聚外迁、拆旧购
新、利益共享”为总体思路，已完

成或启动咸五、咸四、南头 3 个村
新村建设。南头村改造提升，被评
为省农房改造示范村和市区两级洁
美村庄。总投资 2.1 亿元的竹山新
村三期大龄青年安置房工程已完成
过半。投资 4500 万元在建的文化
广场，建成后可容纳 1 万名观众。
投入 6000多万元启动了 7个村污水
治理工程；投入 8000 万元，完成
穿镇公路升级改造。一个生态美
丽、“宜居、宜业、宜游”的小镇
雏形已初步形成。

民间文艺，丰富多彩。咸祥镇
是“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咸祥庙，因感念唐浙东观察史裴肃
平乱佑民、杨懿县令围涂筑塘之功
所建，是省级民间信仰点。每年有

“正月灯祭、八月半渔棉会、十月
神诞”三次庙会，其中“八月半渔
棉会”规模最大、最为热闹，当天
会举行纱船踩街等活动。走进小镇
小巷，随处可以感受民间文化，民
间音乐人吹拉弹唱，书画爱好者勤
于创作，印石爱好者探讨章法，戏
曲爱好者挥舞水袖。省文联艺术家

“走亲联心”、“海洋民俗文化艺术
节”、“周日文化”等活动常态化。

咸祥名人名家辈出，有世界顶
级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和世界重彩
画之父、旅美画家蒋铁峰，旅法青
年女画家朱林静等。去年 12 月，
马友友祖居正式开放。同时，成立

“小友友”社团，省级音乐教育基
地落户咸祥。

瞄准海湾小镇目标
打出一串发展“组合拳”

在经历了盐业、渔业、水产养
殖业的蓬勃发展后，咸祥将依托独
特的绿水、青山、蓝海、文化等资
源优势，努力将“美丽乡村”由

“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变。
海湾小镇的目标是，围绕“一

核两带”，全面启动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以全域化新村、省级和国
家级卫生镇创建、省级农业强镇创
建为主要抓手，着力打造美丽咸
祥。

“一核”即核心镇区 9 个村，
通过立面改造、管线整理、道路优
化等措施推进咸兴路、环咸祥、咸
祥中路出镇段等重要节点的改造提

升，实现中心镇区环境干净清爽、
商业氛围浓郁、功能配套齐全。

“两带”即 16 公里蓝色海湾经
济带、沿海中线两侧风景带。海湾
经济带重点围绕海洋渔业研究院内
的众创空间、鹰龙山地块等资源进
行招商引资，并尝试进行旅游开
发，不断吸引人气、提升知名度；
沿海中线风景带是着力推动道路两
侧相关村的新村建设工作，彰显咸
祥特色，提升镇容村貌，真正实现
全域化新村。

今后五年，咸祥将迈入海湾建
设新阶段。该镇将积极与宁波市海
洋与渔业研究院对接，着力打造多
彩海岸线，推广滩涂景观种植，优
化现有海塘功能，拓展海鲜美食
街、海景公寓等滨海旅游休闲度假
项目，建设集防汛、景观、旅游等
功能为一体的生态海岸线。

本报记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张 瑾

近年来，江北区以创建“畅
洁绿美安优”美丽公路为目标，
大力实施国省道提升工程，推进
预防性养护，强化全面养护，提
高规范化管理水平，国省道实现
了通行能力提升，服务水平提
升，科技水平提升，景观环境提
升和安全保障提升，成为江北区
新的名片。

据江北公路部门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检测中优良路率的提
升与近年来的国省道提升工程和
合理的公路养护密不可分，江北
公路段始终坚持公路病害早发
现、早处置，延长了道路使用寿
命，打造畅通安全公路。去年江
北公路段进一步完善日常小修保
养管理制度，在日常管理过程中
抓落实，促进日常小修养护项目
的规范管理，做到深化科学养护
理念，兼顾养护“四新”技术应
用，努力提高辖区公路的技术状

况和优良路率。
同时，加大公路养护机械化

程度，实现公路用地范围内全方
位养护，提高病害修复的及时
性、规范性。采用 3S集成技术和
移动测绘技术采集道路实景影
像，完成公路基本信息汇集，建
立路面基础信息集成数据库。在
公路重点区域和特殊路段设置固
定视频监控点，并为全部养护巡
查车配置了移动监控车载设备和
无线上网笔记本。数字公路设立
公路养护平台，随时通过固定视
频监控和养护巡查车的移动监控
车载设备了解公路路况，养护过
程以及养护结果，应用数字公路
平台对养护主体进行考核，公路
养护初步实现智能化。

在抓好路面、路基养护的同
时，江北公路部门树立立体养护
公路的观念，进一步加大桥涵的
日常养护管理，完善和更新道路
标志标线，增设公路防护工程，
提高公路抗灾能力，从根本上完
善了干线公路的整体服务功能，
提高了路网通行能力。

打造文艺范的海湾小镇

近日，鄞州区咸祥镇召开
的经济工作会议再次作出部
署，倾全镇之力，实施“蓝海
融合”战略，全面推进“五大
蓝色行动”，打造一个宜居宜
游的文艺范的“海湾小镇”。

“去年鄞州区完成行政区
划调整，同时省市两级正积极
申报国家级梅山新区，可以
说，咸祥已经站在新的历史坐
标点上，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重
大发展机遇期。”咸祥镇党委
书记洪峰说。

鄞州咸祥鄞州咸祥：：

江北：

打造打造““畅洁绿美安优畅洁绿美安优””美丽公路美丽公路

镇海破解高架桥下管理难题——

“ ”，脏乱空间变惠民广场

日前，镇海骆驼街道联勤村段的绕城高速公路桥下运动长廊进入最后的扫尾阶
段。家住附近的王伟国老人等不及正式投用，已多次前来健身体验。“以前的垃圾
场，如今成了高规格运动场，简直像变魔术一样，环境变好了！”老人由衷地称赞。

咸祥，原名盐场，因
从唐代开始煮海制盐而得
名，至清嘉庆年间，正式
更名为咸祥。咸祥镇行政
区 域 面 积 54 平 方 公 里 ，
全镇常住人口 4 万余人。
镇内林地、海洋资源丰
富，是宁波市区离蓝海最
近的地方。

千年古镇咸祥是宁波
市首批非遗生态保护区，
拥有省级非遗名录 2 项，
市级非遗名录 3项，区级
非遗名录 4项。民俗文化
底蕴深厚，最具当地特色
的“八月半渔棉会”，每
年都会举行纱船踩街，这
里的纱船、抬阁都有着
200 多年的历史。民间文
艺、非物质文化如书画、
戏剧、纱船、竹刻、灰雕
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各类民
间人才。

■相关链接

近日，浙江省公路局通报宁波市普通国省道公路路
况检测结果，江北区普通国省道路面使用性能指数
（PQI） 为 92.3，优良路率为 100%，在全省排名上升 11
位，名列全市第一。

图为江北区公路一景。 (徐欣 张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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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下空间改造成运动场。（余建文 摄）

八月半渔棉会·抬搁。 （朱军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