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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今天阴到多云，傍晚到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偏北风2-3级；26℃-18℃

明天小雨转阴到多云；偏北风2-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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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海曙记者站续大治
张黎升 记者陈朝霞） 天一阁内人
流如织，网红书店“西西弗”里人
头攒动，三联书店·筑蹊生活节日
期间每天都举办阅读活动……这个
国庆假期，海曙各大阅读空间火爆
异常，多年扎实推进全民阅读带给
市民潜移默化的影响，书香生活已
深深浸润群众的日常。

国庆节前夕，京沪港三地三联
书店老总来到海曙和读者共话读
书。上海三联书店董事长陈启甸直

言：三联选择在海曙落户，看中的
就是“书香海曙”的氛围已经在市
民中入脑入心。

从 2004 年起就开展了以读书
月为代表的全民阅读活动，到今年
4 月“真人图书馆开卷 8 分钟”宁
波读书人分享大会；从去年开出全
市首家“24 小时书店”——天一
书房，到主营线装书籍、古籍、文
化艺术类书刊的“天一书局”紧锣
密鼓建设……十余年来，海曙领全
民阅读风气之先，全民阅读已经从

政府力推延伸为群众自觉参与。换
书大会、“小海狸”亲子阅读公益
项目、“醉”书房、天一青年读书
会、蜗牛读书会、趁早读书会等
20 多个民间读书会先后成立……
构成了海曙“阅读、分享、体验、
社交”四位一体全民阅读模式，为
爱书人搭建了能互动、能参与、能
共鸣的平台。

全民阅读的外延，在海曙不断
拓展。本土文化企业老约翰绘本馆

“线上借书线下送书”的网络经营
模式，2011 年至今已延伸到全国
400余家加盟店。2015年起，该区
陆续在街区、商圈、医院等人流密
集处投放了 30 多台“云图书馆”，
免费供市民数字阅读。市民通过
扫描借阅书刊的二维码，就可将
书刊内容下载到手机、平板等数

字终端进行阅读。“‘云图书馆’
弥补了传统阅读所受的时间、地点
和空间限制，让读者拥有了一个

‘移动’书架。”海曙区图书馆馆长
陈俭表示。

全民阅读使“书香海曙”建
设 的 毛 细 根 不 断 扎 实 。 近 五 年
来 ， 海 曙 区 年 均 举 办 各 类 全 民
阅 读 主 题 活 动 150 余 场 次 ， 累
计 参 与 群 众 超过 30 万人次。区
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随着行政
区划调整，“书香海曙”的命题
有 了 更 大 的 施 展 空 间 。 按 照 计
划，到 2020 年，海曙将形成“10
分钟阅读服务圈”，居民综合阅
读 率 95% 以 上 ， 80% 以 上 的 村

（社区、合作社） 将建立农家书
屋，全力打造最具“宁波味”的
书香城区。

从政府力推到群众自觉

全民阅读扎实“书香海曙”毛细根

昨晚，人们在人造“月亮”前争相合影。中秋佳节，我市因受多云天气
影响，市民难睹月亮真容，南塘老街亮相的一个巨型的人造“月亮”，为节
日增添了诗意。 （周建平 摄）众人捧“月”庆中秋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胡章

因流域水系自成体系、过境水
量少以及人口密集等因素，宁波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省平均水平
的 57%，全国平均水平的 48%，而
且降水量年内年际分配不均，水资
源短缺成为困扰宁波发展的一个长
期性问题。

近五年来，围绕保障城乡供水
安全和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我市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力争让
每一滴水发挥最大效益。

目前，全市水资源供给能力接
近 27亿吨/年，能够保障全社会现
状 22亿吨/年的用水要求。城市生
活供水有97%直接采用水库优质水
源，95%以上的农民饮用水水质达
到国家农村饮用水标准，领先全国
同类城市水平。

分质供水，紧盯用水
效率解难

宁波在全国率先实践“分质供
水、优水优用”理念，将大型工业
供水与城市自来水供水分开，新建
工业专用供水系统，实现优质自来
水、再生水、大工业水、河网水、
雨水等各类水资源合理利用，用

“活”每一滴水。

有 关 数 据 显 示 ， 2008 年 12
月，姚江工业水厂建成并投入使
用，姚江水源经处理后通过专用管
道供至大工业基地和工业园区作为
工业用水，截至去年，实际供水量
已达到 35万吨/日。2010年，我市
市区生活用水结束河网取水历史，
原水全部来自原水集团所辖八座水
库，城市供水品质进一步提高。截
至目前，“八库”现有供水能力近
6 亿立方米，日供水能力达 160 万
吨。

中水回用，在我市大工业企业
得到全面推广。中水回用不仅降低
了区域新鲜水取用量，也减少了污
水排放量。目前市区 6座再生水利
用 设 施 生 产 能 力 已 达 24.4 万 吨/
日，主要用于大工业企业、市政园
林和景观用水等。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我市
将全面建成市区分质供水体系，其
中市区自来水供水规模为 200万立
方米/日，水源来自水库；推进工
业专用供水系统建设，供水规模超
过 100 万立方米/日，水源为河网
及境外引水。

内联外引，深挖供水
潜力提效

远在百里之外的新昌县钦寸水

库建设工地上，吊机集卡来往，一
片忙碌景象。据介绍，钦寸水库有
望在2018年实现向宁波供水。

随着我市条件相对成熟的大中
型水库水源工程的相继建成，境外
引水和境内水源联网工程成为“十
三五”水资源保障能力建设的工程
重点。

有关水利专家分析，宁波城市
供水水源工程存在点多、分散和规
模相对偏小的特征，在水库水资源
挖掘潜力不大的情况下，实施水库
群联网联调工程，可实现“南水北
调”“西水东送”，有效改变宁波供
水格局。“这好比在供水管网布局
上建设供水‘高速公路’，使水源
群串联并联，形成了水源群、引水
干线、水厂群、绕城高速供水环网
的输配水新格局。实施联网联调供
水，不但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益，
同时也可以提高区域应急能力。”

联网联调，就像一张隐藏在
深山和地底的大网，将分散在四
明 大 地 的 “ 大 水 缸 ” 串 联 在 一
起。 【下转第3版①】

让每一滴水发挥最大效益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余明霞 陈华伟） 国庆黄金周前
半段出行的客流，开始踏上了回
家路，与家人共度中秋佳节 。
昨天，我市返程客流和车流出
现小高峰，铁路宁波站到达旅
客 6.4 万人，比前一天增加了
2000 人，高速公路堵点也开始
集中在下午时分。

“前几天和 妻 儿 开 车 在 义
乌、兰溪、龙游转了一圈，今
天回家过中秋节。”昨天下午，
市民张先生一家从高速公路宁
波出口返甬，他说，父母正等
着他们。

昨天上午，甬台温复线、甬
金高速、杭州湾大桥南连接线一
度因事故或大流量出现缓行，附
近入口关闭。到了 11 时 30 分，
宁波境内各条高速公路流量减
少，主线及各进口通行正常。而
到了下午，与前几天出宁波方向
拥堵不同的是，往宁波方向出现
了大车流。15时 12分，G1512甬

金高速有追尾事故和返程客流高
峰，洞桥、溪口东宁波方向进口
暂时关闭。15分钟后，S19甬台温
复线象山港大桥连接线因往宁波
方向车流量大，塘溪、咸祥进口
关闭，不久横溪方向进口也被关
闭。

铁路宁波站昨天的回程客流量
开始增加，不少是前几日中短途旅
行的市民返甬过节或在宁波中转的
客流。“出去玩了几天，虽然长假
还有 4天时间，但接下来打算陪陪
家人，而且孩子的补习班也快开始
了。”市民陈先生说。

据市交通委消息，国庆黄金周
第 4天，全市 （除公交外） 完成客
运 量 42.6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0.9%，其中公路客运量17.31万人
次，同比增长 3.1%；铁路客运量
19.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9.1%；水
路客运量 2.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民航旅客吞吐量 2.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3.5%；城际铁路客运量
0.54万人次。

假过半 返程客流现高峰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
员鲁敏）昨天，许多市民和游客举
家出游，欢度中秋佳节，让旅游市
场掀起小高潮。据市旅游局发布
的信息，到昨天下午 5时止，我市
主要景区接待游客 535.44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9136.19 万元，
均同比增长5.4%。

昨天，全市各大景区策划了众
多中秋特色活动。南塘老街上，“赏
月”观花、吟诗猜谜、制作月饼等传
统中秋习俗活动应有尽有，“撩拨”
起市民和游客的怀旧、体验之心。
天一阁·月湖景区举行了主题为

“情牵中华·月满书楼”的国庆、中
秋知识互动问答活动，为游客的中
秋之旅增添了一道文化“大餐”。宁

波博物馆推出“中秋月饼传真情”活
动，带领游客认识宁波人过中秋的习
俗。象山檀头山上游客载歌载舞、放
烟花、燃篝火好不热闹，使海岛之夜
成为欢乐“派对”。宁波文化广场水舞
台上中秋诗会如约而至，深情而华丽
的表演带给人们独特的感观体验。

此外，全市主要旅游酒店昨天
也举办各类中秋主题活动，让来甬
游客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感觉。宁波
柏悦酒店在户外泳池举行中秋拜月
仪式，聊慰游客思乡之情；慈溪白金
汉爵大酒店举办“楼兰之夜”中秋晚
宴，邀请游客品美食、观演出，共同
度过团圆之夜；钱湖宾馆推出月饼
DIY 活动，邀请亲子游家庭现场展
示手艺，分享亲情之乐。

中秋节 团圆出游欢乐多

本报记者 王 博
鄞州记者站 张绘薇 杨 磊

鄞州区半城半乡，既有繁华都
市，又有美丽乡村。针对城乡差距
短板，该区坚持城市化主导与城乡
一体化“双促进”，聚焦发展均衡化，
狠抓城乡形态融合、城乡公共服务
融合和城乡群众生活融合，去年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 5.4 万元、
3.1万元，城乡收入比全省领先，成
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

不久前，鄞州区作出开启新一轮
城市发展的决定，提速城乡融合发
展，目标至2021年城市化率达75%。

双城驱动，引领都市繁华

鄞州坐拥东部新城、南部新
城，在“双城驱动”下，城市发展
框架迅速拉开，将城市化进程推向
了新高度。

过去五年间，鄞州区累计投入
449 亿元，拆迁 523 万平方米，改
造棚户区、危旧房和老小区 358万

平方米，东部新城核心区域展现形
象，南部新城重点区域基本建成，
老城区有机更新，重要街区、沿路
沿河、背街小巷等面貌焕然一新。

在东部新城，一张以水为界、
以路为媒的设计蓝图，巧妙促进了

“产业、空间、土地的融合，工作
和生活的融合，生态、文化和经济
的融合”，已成为全国城市设计和
新城建设的典范。宽阔的道路，两
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绵延的住
宅小区，南部新城目前已经蜕变为
充满都市魅力的一个全新现代化城
区，彰显“城在绿中、水在城中”
的别样风貌。

繁华都市引来大项目、大平台
的密集落户。截至目前，全区各类
已建成或在建楼宇接近 200幢，总
建筑面积超过 400万平方米，入驻
企业超过1.7万家。

都市区之外，鄞州区积极构建
“一核三带多点”区域空间布局，“一
镇一品”因地制宜建设新型城镇。截
至 2016 年底，全区已启动“美丽镇
村、幸福家园”建设村 48个，累计拆
旧建新 2347万平方米，城镇功能提
升，乡村面貌大为改观。

生态治理，赢得全域美丽

大雨过后，大嵩江畔，草木葱

翠，水面波光粼粼。傍晚 6时，沿
江的居民三三两两搬出小椅子，吹
着凉风，闲话家常，如此“江畔夜
话”的情景，村民们许久未见。

得益于“五水共治”行动，大
嵩江水质从最初的Ⅳ类水体上升到
Ⅲ类水体，江边的景观也发生了实
实在在的变化。

围绕“全域美丽”目标，近年
来，鄞州区持续开展生态百亿工
程、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五水共治”
等重大生态环保行动，拉长城乡生
态环境差距短板。累计投入生态建
设资金近百亿元，拆除违法建筑
1031 万平方米，总量全市第一。全
区 9 个镇中有 8 个已创建成国家级
生态镇，另外1个为省级生态镇。

把好水好景好风光融入城市，
让水绿相依、江城交融成为城市的
独特风景。按照鄞州区发展规划，
到 2021 年，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
达 45.5%，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86.5%，中心城区河道水质主要指
标Ⅳ类达标率100%。

服务同质，打造幸福家园

这个新学期，对于鄞州区瞻岐
镇的孩子们来说是幸福的，总投资
1.4 亿元的瞻岐镇中心小学新校区
顺利落成投用，【下转第3版②】

深度融合托举“品质新鄞州”

守望相助，
让民族团结之花
常开长盛
——重访习近平总书记党的
十八大以来国内考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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