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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县城、千年保国寺、百年老外滩……
位于宁波中心城区的江北，古老与现代兼具，传
统与时尚并存，散发着令人着迷的文化魅力。

日前，作为全国首个“慈孝文化之乡”，
江北隆重举办了第十届中华慈孝节开幕式，
同时中国合唱协会年会暨首届中国合唱指挥
大会带来持续 5 天的合唱文化盛宴，宁波音
乐港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自江北推进文化强区建设以来，出台了
一系列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措施，建成宁波
大剧院、宁波美术馆、江北区文化中心、江
北区全民健身中心等重大文体设施，累计投
用农村文化礼堂 40 家，相继获评全国首个

“慈孝文化之乡”“浙江省文化先进区”“浙江
省体育强区”“浙江省示范文明城区”，慈城
镇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随着江北文化产业走向繁荣，文化生活
由城区向农村深入，对外交流和影响逐步加
强。“十三五”以来，宁波音乐港、宁波文创
港、外滩时尚港三大平台建设，为江北发展
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先发优势。

自前年吹响建设号角以来，宁波音乐港
从无到有，按照“有核无边、立足宁波、辐
射华东”的发展架构，朝着“海上丝绸之路
音乐母港、国家音乐产业集聚区、长三角音
乐时尚消费中心”的建设目标全速前进。两
年多来，宁波音乐港建设先后得到了省、市
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已先后列入浙
江省打造文化产业万亿级产业重点项目、宁
波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宁波市文艺繁荣
七大计划，成功上升为省、市发展战略。音
乐产业加速集聚，音乐人才群贤毕至，音乐

氛围日渐浓厚，成为宁波向世界打开音乐之
门的重要桥梁。

在江北文化强区建设道路上，文化和教育
呈现比翼齐飞的发展态势。自 1984 年设置江
北区文教局开始，全区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1998 年，江北成为高标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和高标准扫除青壮年文盲区；2006 年 9 月起，
实施公办学校全免费义务教育。2017年，全区
拥有各级各类学校和幼儿园 110 所，组建“惠
贞”“实验”“江北中心”三大教育集团，引进上
海世外、福山正达等优质民办教育资源，成功创
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全国社区
教育实验区”“浙江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区”“浙江
省学习型城市”。一个又一个的发展成果，推动
着江北由教育平地迅速走向教育高地。

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2014 年 5 月 31
日，2014宁波 （江北） 山地马拉松赛在荪湖
坝下体育公园鸣笛开跑；去年，宁波山地马
拉松赛成为国内首场由中国田径协会和地方
政府共同主办的越野类赛事，也是浙江省内
首个由省马拉松及路跑协会共同承办的越野
类赛事。去年 8 月，江北举办了首届“活力
宁波·横渡姚江”公开水域游泳活动，承办
了全国桥牌俱乐部女子联赛等 6 项高级别棋
牌赛事，区政府获评 2017年中国桥牌女队世
锦赛夺冠特殊贡献单位奖。去年，江北体育
场馆建设成绩喜人，全区人均体育面积新增
0.5平方米，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荣光 40年，而今迈步从头越。把荣耀留
给历史，让幸福普惠民生。未来，古老而年
轻的江北区将迈入更加辉煌的新纪元，期许

“美丽品质新江北”的实景图早日绘就。

以乐为媒 文化强区美名扬

迎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位于姚江、
甬江北岸的江北区，从2000年前的句章故城
中徐徐走来。

40 年春华秋实，40 年筚路蓝缕。40 年
间，江北区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革。

1978年前的江北区是在宁波解放初以旧
鄞县江北镇为基础建立的，属宁波市 （县
级）辖区，面积不足6平方公里，人口4万左
右。1978年10月，江北区升格为市辖区一级
政权建制 （县级），并于 1980年恢复建立江
北区人民政府。1984年1月，宁波市行政区
划调整，撤销宁波市郊区，成立了现在的新
江北区，区域面积扩大到208平方公里。

建区以来，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全区
上下顺势而为推动改革、因势利导扩大开
放，历届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带领全
区干群为了美好生活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4 年，全区社会总产值仅为 2.3 亿
元，到2017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跨越
式攀升，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63 亿元。
近年来，江北主动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纳
入市“双底线”监测的各项经济指标增速连
续三年领跑全市，其中 GDP 增速实现季度

“十一连冠”。财政收入实现了从无到有、从
收支基本持平到突破百亿元大关的飞跃，2017
年全区财政总收入突破百亿元，达到 108 亿
元。从城乡居民收入看，2017年全区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5.95万元，是 1984年的 92.7
倍，年均增长14.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7 万元，是 1984 年的 60.8 倍，年均增长
12.8%，全区上下用自己的劳动和创造实现了

“创业富民、保障安民、就业惠民、实事便民”。

改革开放为江北大地吹响了产业振兴的
集结号。建区35年，江北经历了产业结构的
深度调整，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北作为全市主要
的工业企业布点区域，逐步把发展重点转移
到工业上来。

1984年，江北区委区政府出台 《关于加
快乡镇街道集体工业经济发展若干政策问题
的规定 （试行）》，赋予企业独立进行经济
活动的自主权，并明确提出要把发展乡镇企
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战略重点来抓。通过全面
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乡镇办、村办、联户
办、家庭办企业多路并进等措施，初步实现
了农村工业化，形成了以城促乡、以工促
农，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结
构。当年，实现农业总产值5565万元，工业
总产值9463万元，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二一
三”格局。

至1990年，江北已形成以金属压延、金
属制品、纺织服装、机械设备、橡塑制品等
为主的21个主要工业行业。1992年，全区社

会总产值达到 14.66 亿元，工业比重上升至
74.9%，农业下降至11.9%。

进入21世纪后，江北区工业化进程进一
步加快，在坚持以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江北积极调整结构、
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加大树强扶优、节能
减排、市场拓展、招商引资等力度，于1992
年 11 月，开始建设江北工业区，2000 年 12
月，建立宁波市江北工业科技园区，2001年
4 月，建立宁波市江北投资创业园区，相继
建成三个工业产业园区，投资生产环境得到
全面改善和提升，金田铜业、中策动力机电
等重点企业得到长远发展。近年来，江北着
力推动企业向都市工业集聚发展，2009年启
动建设宁波 （江北） 高新技术产业园，相继
引进了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制造、生命健康
科学等领域的优质企业。2017年，工业区启
动“二次开发”，累计实施 45 个增容调绿项
目，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工作更是受到了国务
院通报表彰。2017年，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758 亿元，是 1984 年的 801 倍，年均增长

21.7%。
随着“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

“十二五”期间，江北各项服务业推进力度
持续增强，服务业增加值总体呈现平稳快速
增长。来福士广场、钻石商业广场等一批高
端商务楼宇建成投用，北岸财富航运物流基
地成为市级现代服务业产业基地，老外滩成
为全省首个国家城市中央休闲区。电商城成
为全市电商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2014年启
动建设宁波电商经济创新园区，2016年省政
府设立浙江前洋经济开发区，截至今年 10
月，累计招引企业突破 1 万家，注册资金
770 亿元。近年来，江北重点发展以航运物
流业、金融服务业、商务中介业为核心的三
大基础性主导产业和以现代商贸业、电子商
务业、文化健康旅游业为核心的三大培育性
主导产业，2017年，服务业六大主导产业营
业收入突破 1100亿元，同比增长逾 40%，营
业利润突破15亿元。同年，江北三次产业结
构比重调整为 1.8∶35.2∶63，第三产业占比
全市排名第一。

产业振兴 结构优化步伐稳

历史上，江北一直是宁波市重要的“菜
篮子”和“米袋子”，而三面临水的湾头区
块则是重要的蔬菜基地。几十年来，从一望
无际的蔬菜田，到遍布厂房的工业重地，再
到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社区，湾头讲述了自己
的蜕变之路。

以湾头片区为代表，以前“破破烂烂”
的老江北被大刀阔斧破旧立新，各个区块铆
足干劲加快建设，一个崭新现代化的新江北
正在快步走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功能定位和空
间布局发生变化，江北顺势而为推进新型城
市化、全域都市化、全域景区化，坚持“腾
笼换鸟”推进城市有机更新。2017年全区城
市化率上升到 76.6%，建成区面积扩大到
63.8 平方公里，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全市最
好、全省居前。

40 年来，投资对江北发展的拉 动 作 用
突 出 ， 一 大 批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密 切 关 联

的 重 大 项 目 相 继 建 设 投 用 ， 城 市 建 设 框
架 全 面 拉 开 。 特 别 是 “ 十 一 五 ” 以 来 ，
在全市“中提升”“六个加快”“六争攻
坚 ” 等 发 展 战 略 的 引 领 带 动 下 ， 江 北 作
为 中 心 城 区 的 综 合 优 势 得 到 充 分 显 现 ，
城 市 开 发 建 设 驶 入 “ 快 车 道 ”。 2011 年

“两江开发”上升为宁波市级开发战略，
宁波奥体中心等重大功能性项目相继布局江
北，核心滨水区、湾头、慈城新城、天水—
谢家片区等重大区块，形象更靓、功能更
齐、品质更高。

建区之初，江北地处交通末梢。从 1996
年年底横跨中西部区域的江北大道建成通车
开始，“四横十纵”干道网大框架全面推进
建设，区内交通网络更加完善。对外交通方
面，随着绕城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连接
线、舟山连岛大桥等重大路桥工程相继开
通，江北作为宁波中心城区桥头堡和新门户
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跨江通道日益通畅，

相继建成甬江大桥、庆丰桥等对外跨江桥梁
和隧道 11 座。铁路和轨道交通建设方面，
2006年以来，配合推进萧甬铁路电气化改造
和杭甬客运专线建设，成功实施铁路北站迁
建。根据规划，今后将有 6 条轨道交通线路
穿过江北，轨道交通 2号线一期已于 2015年
投入运营。

一直以来，建设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滨水
品质城区是江北人的奋斗目标，而生态环境
保护则是其中重要一环。多年来，江北因地
制宜推动绿水青山加快向金山银山转换，高
强度推进拆迁拆违、民生棚改、治水治乱、
垃圾分类、厕所革命等重点工作。全区防洪
工程实现全封闭，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实现全
覆盖，基本实现全区域禁养。近年来先后获
评国家级生态区、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
点示范区、全省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区、全省
治水大禹鼎、全省基本无违建区等荣誉称
号。

破旧立新 城乡蝶变面貌新

40年来，江北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在民生领域积极探索实
践，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江北综合实力日益
提升，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均衡发展。固定资
产投资从 1984 年的 96 万元跃升至 2017 年的
330 亿元，完成了境内国 （省） 道干线公
路、主要景区旅游公路、区镇公路、“村村
通”公路等工程，围绕工业园区、住宅小
区、新兴商区等配套完善市政道路布局。

与此同时，保障性住房建设、老小区整
治、城乡电网改造、通信设施建设、自来水
扩容工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三改一
拆”“五水共治”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的实施，更使江北的区域面貌、功能和品位得
到根本提升。自 2005 年建成全区首个拆迁安
置社区——姚江花园以来，江北累计建成拆迁
安置社区 27个，面积超过 360万平方米，30余
个农村完成撤村建居改造。过去三年全区实施
棚户区改造面积将近80万平方米。

40年来，江北的就业服务体系得到逐步
健全，并建立起覆盖城乡人口的，集养老、
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社会救助、社会
福利、优抚安置、慈善事业等为一体的相对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2017年，江北区城镇
新增就业人数 14962 人，帮扶失业人员实现
再就业 7690人，全区累计发放各类就业创业
促进资金超过 1 亿元，惠及 3800 余家企业和
1.9万人次。同时，户籍人口基本养老、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率上升至96.7%和99.2%。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从 1984年
起，区卫生局、区医学会、区卫生防疫站、
区妇幼保健站相继建立；到1993年，全区公费
医疗单位普遍实行医疗费用和职工个人挂钩
的办法；2001年全面实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2004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实
行；2006年，医政、药政分家，宁波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江北分局成立；2015年，区卫生局
与区计生局合并成立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每
一次变革都给江北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江北区深化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
实施“双下沉、两提升”工程，新建宁波妇儿医
院北部院区，迁建江北区人民医院（托管挂牌
宁波第一医院江北分院）。截至目前，江北区共
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194家，配备区属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1773人，床位数1227张。

近年来，江北区不断完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指挥系统和应急联动机制，强化公
共卫生事件的风险评估，有效处置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加强艾滋病、结核病、病毒性肝炎
等重大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建立常态
化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深化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拓展签约服务内涵、拓宽签约筹资渠道、
提高签约服务质量。目前，江北区年度内居民
签约总数 4.59 万人，重点人群签约 3.83 万人，
重点人群签约率达68.1%。

江北区相继获评“国家计划生育优质服
务示范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
位”；实施基层服务功能区块星级化建设，8
家基层医疗机构“两门诊一中心”星级化创
建实现全覆盖；强化生育政策和优生知识宣
传，开展出生缺陷精准干预、母婴健康安全保
障、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妇幼重大疾病防治、综
合服务能力提升五大工程建设；积极推进“互
联网+妇幼健康”服务模式创新，有序实施母
子健康手册省级试点工作；实施小城镇综合整
治卫生创建专项行动，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和卫生单位、卫生街道（镇）创建成果，提升农
村环境管理绩效考核水平。

民生保障 幸福家园亮点多

改革的年轮，镌刻 年沧桑巨变
逐梦奋进阔步行逐梦奋进阔步行 品质强区品质强区魅力显魅力显

宁波三江口宁波三江口

达人村达人村

前洋前洋EE商小镇商小镇

洋市互通立交洋市互通立交

至诚学校至诚学校SBSXSBSX滑板赛道滑板赛道时尚音乐港时尚音乐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