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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来，我市加快推进
快速路连网工程，相继建成或
基本建成机场路快速干道、11
条绕城高速连接线、北环快速
路和南外环快速路，中心城区
已建成快速路总里程累计达到
56 公里，形成了“一纵两横”
快速路骨架网络；加快推进城
市组团连接通道，建成新江
桥、澄浪桥等跨江桥梁，新建
改造主次干道 30 多条，打通

“断头路”50 余条，建成支路
卡口 18 个。城乡品质提升方
面，中山路综合整治工程历经
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于 2016年
年底全线恢复交通，沿线建筑

立面基本整治完成。“三江六
岸”提升工程，核心区段除三
江口公园外，基本建成“三江
六岸”滨江休闲带，形成了沿
江长12公里、总面积约73公顷
的主题鲜明各具特色的市民滨
水空间，基本实现了沿江“可
走、可跑、可骑”三线贯通目
标。

仅从 2016 年来看，中心城
区道路桥梁建设步伐继续加快
推进，北外环东段、东外环路
和环城南路东段等快速路开工
建设，三官堂大桥及接线、中
兴大桥及接线项目开工建设。

我市还大力开展城区主要

道路和街区综合整治，解放
路——大庆南路、江南路等道
路综合整治有序推进，着力完
善沿线街区功能，提升城市形
象品质。

“三江六岸”是宁波得天独
厚的自然禀赋，承载着宁波的
历史变迁和市民的乡愁记忆，
是展现宁波城市风貌、城市特
色的重要纽带。我市于 2012年
启动实施“三江六岸”滨江休
闲带建设，目前核心区段除三
江口外已基本建成，形成了沿
江长约12公里、总面积约73公
顷主题鲜明、各具特色的滨水
空间，基本实现了沿江“可

走、可跑、可骑”的三线贯通
目标。今年工作重点主要是完
成核心区段三江口公园江北侧
建设、海曙侧恢复，推进甬江
南岸滨江休闲带建设。

“按照市域交通规划，我市
已提出综合交通发展五大战
略，分别为枢纽强市、交通引
导、需求调控、公交优先和交
通一体战略。到 2020年，我市
将打造由市域干线道路和市域
轨道组成的“双快”交通网
络。过去的五年，城市路网建
设为实现这一战略打下了良好
基础。”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路网建设：提升城市品质

市区治堵：停车行车系统建设迈大步

前 言
停车越来越方便，道路

越来越宽敞，中心城区出行

越来越顺畅……

五年来，甬城市民可以

清晰地感觉到这个变化。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

的逐步扩大，我市机动车呈

高速增长势头，仅从中心城

区来看，每月平均上牌已超

过 1500 辆，使停车供需、道

路拥堵矛盾更加突出，市民

对治堵呼声很高。对此，我

市相关部门回应民生关切，

开展综合治堵，把停车行车

系统建设作为重要民生实事

工程来抓，尤其是在老小区

停车位改造和路网建设方面

加大力度，大步向前，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

从停车位来看，过去五

年 ， 全 市 新 增 专 用 停 车 位

24.6 万个，其中市区新增专

用停车位 12.8 万个，挖潜老

旧住宅小区停车位 10.4 万个。

中心城区路网建设方面

更是迈大步。近年来相继建

成或基本建成机场快速路 、

环城南路快速路、夏禹路 、

北外环快速路、杭甬互通立

交、东苑立交和机场路北延

等城市快速路工程。开工建

设世纪大道 （东苑立交——

百丈路）、北外环东段和环

城南路东段等快速路项目。

到 2016 年底，基本形成“一

横两纵”快速路骨架，发挥

了快速路骨架效应，有效缓

解了城区交通拥堵，一个日

趋完善的行车系统正呈现出

来。

五年来，中心城区停车

位 大 幅 增 加 。 仅 从 2014—

2016年民生实事中由市治堵

办牵头的新增专用停车位来

看 ， 目 标 任 务 为 全 市 新 增

13.5 万个 。 截 至 2016 年

12 月底，累计已建成专用

停车位 25.2万个，完成率

187% ； 其 中 中 心 城 区

12.8 万 个 ， 完 成 率

171%。 新 增 老 旧 小 区 停

车位自 2016 年列入民生实

事项目以来，当年累计新增

4855个，完成率 243%。

路网建设方面，基本建

成 11 条绕城高速连接线和

南 北 环 快 速 路 ， 开 工 建 设

“三路一桥”、世纪大道快速

路一期等项目，建成快速路

总里程累计达到 56 公里，

形成了“一纵两横”快速路

骨架网络；加快推进城市组

团连接通道，建成新江桥、

澄浪桥等跨江桥梁，新建改

造主次干道 30 多条，打通

“断头路”50余条，建成支

路卡口 18个。

民生实事五年间
数字里面看变化

本报记者 杨绪忠
通讯员 吴培均

老小区车位不足，无秩序
停车现象严重，增加了小区道
路的拥堵，也成为市民关注的
焦点。

针对这一民生关切，2013
年 11月，我市出台了《关于缓解
旧住宅停车难有关工作的若干
意见（试行）》，此后又陆续下发
了《缓解小区停车难整治工作的
实施细则（试行）》和《关于加快
启动 2014年宁波市公共停车设
施建设及旧住宅小区停车难整
治工作的通知》，对缓解旧住宅
小区停车难给予相关鼓励政策。

通过集中新建一批公共停
车设施，结合公园、学校操
场、医院、体育设施、菜场、
公交等公益设施用地，增配公
共停车设施，利用高架桥下空
间、三改一拆用地和其他空置
闲置土地等，建设一批临时停
车场，利用停车时间差，推动
住宅小区与公建之间的停车位
共享，清理整顿一批停车空间

资源被擅自改变用途的情况，
尽快发挥其停车功能。

根据政策，中心城区按照
2003 年版 《宁波市建设工程停
车场配建指标规定》 及以前标
准建成的居住小区，为缓解停
车难进行的小区停车场 （位）
改造、公用停车场 （位） 建
设，可以享受简化审批程度、
优化供地政策、优惠财税政策
及资金补助等鼓励政策。凡符
合条件需要改造的老小区，可
由业主委员会或社区居委会向
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纳入各区
改造计划，由各街道实施改
造。改造后建成的停车位归全
体业主共同所有，由业委会或
居委会统一管理、维护。

结合本次集中整治，有关
部门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的能动
性，促进停车资源区域平衡发
展，在利用智能化停车设施改
造老旧小区内部停车资源的基
础上，结合小区周边背街小巷

治理、“三改一拆”及闲置空
地、微循环交通、停车错时共
享等手段推进停车难综合整治
工作，建立“区域缓解一批、
区域规范一批”的联动机制，
开展创建无违停街道 （社区）
工作，近三年来，基本实现了
主城区老旧住宅小区停车难整
治的全覆盖。

公共停车场不能满足停车
需要也是一个让有车一族内心

“添堵”的老问题。
面对公共停车场建设“找

地难”，近年来，我市采取了多
种方式建设公共停车场，结合
既有和新建的跨江桥梁、学校
操场、体育场馆、公交场站、公
园绿化用地等设施增建公共停
车场，部分既有公建设施建设
立体停车场，集约土地利用，缓
解停车压力，结合闲置用地、

“三改一拆”临时用地、待开发
土地，建设临时公共停车场，为
公众提供停车服务。2016 年建

成了宁波市老年体育活动中
心，增建地下公共停车场、马园
路公共停车场、海曙区气象路
小学增配地下公共停车场等一
批项目，开工建设了宁波市中
医院北公交综合体工程及宁波
市小球训练中心增配公共停车
位工程，有效解决了城市公共
停车场落地难地现状。

面对公共停车场建设资金
困难的问题，我市坚持政府引
导、市场参与的原则，创新方法
引入民间资本参与社会公共设
施建设。2015 年，我市首个引入
社会资本参与的停车场建设项
目联丰公共停车场建成投用。一
直以来，公共停车场因建设投资
大、经济效益显效慢，令政府承
受着不小的财政压力。以联丰停
车场为例，仅建设费用就需耗资
2000 余万元。而引入民间资本
后，对整个工程的建设、后期运
作效率提高及管理成本降低都
有着促进作用。

改造整治，缓解老小区停车难

新打通的断头路鄞州区广德湖路。 (市城建档案馆提供) 明北社区老小区停车位改造后的场景。 （刘波 摄） 改造后的丹凤社区。 （市治堵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