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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一拆”书写“美丽宁波”建设新画卷
垃圾场变绿地，违法建筑拆除后空间变身停车场，桥下空间改造成了

市民喜闻乐见的锻炼和休闲娱乐新空间……2018年以来，“三改一拆”推
进新型城市化建设、改善群众生活品质创造良好环境的积极作用大面积显
现。

2018年7月，市“三改一拆”办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千万工程”和
美丽浙江建设突出贡献集体。从量变到质变，可以说，持续多年的“三改
一拆”工作，为宁波城市化开辟了新道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有
力保障，更为“美丽宁波”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严控违法建筑，始终是“三改
一拆”工作的首要工作。为此，我
市下定决心，狠抓基础底数排查，
将违建底数、拆后土地未利用底
数、国土历史积案底数作了全面
排查，并将所有存量违建项目录
入到防违控违综合管理平台。

底数清，整治更精准有效。
2018 年，我市突出对新增违建、

“两重”违建、小街小巷违建、涉水
两侧拆违等专项的铁腕整治，集

中力量重拳攻坚，全年累计拆除
违法建筑 1819.36 万平方米，是全
年任务量的129.95%。

新增违法建筑必须坚决杜
绝。按照“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
时处置”要求，我市在加强网格化
动态巡查基础上，利用规划图版
遥感技术，加强规划违法的发现、
制止和处置，通过查询规划许可
资料及现场实地勘察等方式，对
遥感图斑中所涉及的建设项目是

否经过规划许可，现状建设情况
与规划许可内容是否一致，有无
违反总规强制性内容等情况进行
重点比对。如此对新增违建管控已
初见成效。此外，为让防违控违工作
真正走上常态化、制度化、专业化轨
道，在制定《宁波市违法建筑分类处
置办法》基础上，市“三改一拆”办又
牵头制定了《宁波市违法建筑没收
办法（草案）》，制定了“四边三化”
整治的标准、考核办法等。

■违建整治提升明显

“ 拆 ”的 最 终 目 的 是 为 了
“改”。为此，我市积极探索改造治
理新模式，将城中村、危旧房、棚
户区改造与“三改”工作结合起
来，强化“三改”优秀项目引领，使
各项改造工作取得了新成效。全
年累计完成“三改”总建筑面积
1948.60 万 平 方 米 ，占 全 年 任 务
162.38%。

在“四边三化”治理中，我市
坚持高标准推进，整体项目提升。
重点对全市高速、国省道、铁路、

城市高架和航道两侧可视范围环
境进行全面整治。其中第一、二阶
段下达的 548 个问题点位整治任
务已全面完成，第三阶段需整治的
1149个问题点位，已完成1108个，
剩余的矿山复绿项目后续工作正
在按计划推进；第四阶段“四边三
化”专项整治任务209个点位，已全
部完成;省级点位下发 243 个，已
完成 242 个，1 个未完成的矿山复
绿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

2018 年，根据实际情况，市

“三改一拆”办还重点推进常洪隧
道周边环境整治，使宁波这一北
门户颜值提升。针对常洪隧道周
边脏乱差现状，整治涉及部门多、
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市“三改
一拆”办注重部门联动、条块结
合、综合施策，重点开展了路林市
场专项整治、建设提速、交通组
织、违建拆除、设施养护等专项整
治行动，狠抓常洪隧道周边区域
环境改善，最终推动“北大门”变
得整洁、优美，焕然一新。

■探索改造治理新模式
拆 后 土 地 如 何 综 合 高 效 利

用？示范引领作用十分关键。
市“三改一拆”办强化精品

示范创建引领，实施对精品示范
道路、精品示范铁路沿线的动态
管理，扎实推进桥下空间利用管
理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据悉，
该办下步将评选 6 条市级示范道
路，筛选出 4 个入城口竞选省级

“精品示范入城口”，5 条线路竞选
省级“精品示范道路”，着力打造市
民身边美丽风景线、示范线。

对于拆后土地综合利用，坚
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重点盯
住大面积的拆后未利用地块，明
确要求，整体推进，使拆后利用
率达到了 84.88%。至今，已有一
批标志性的建筑、产业化项目和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成，群众
满意度高。

我市还十分重视“无违建”
创建示范引领。坚持以“无违
建”创建工作为核心，锲而不
舍、久久为功，狠抓分级分档创

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所有区
县 （市）、管委会已创成 1个“无
违建县”、6 个“基本无违建县

（市、区） ”、5个“无违建创建先
进县 （市、区） ”；全市所有镇乡

（街道） 已创成 65 个“无违建乡
镇 （街道） ”、54个“基本无违建
乡镇 （街道） ”、33个“无违建创
建先进乡镇 （街道） ”，基本实现
了创建工作全覆盖，为到 2020 年
底实现“基本无违建市”奠定了
坚实基础。

■示范引领作用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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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两路两侧”整治后沿路风景

▶江北区压赛倪家堰路拆后用地变身临时停车场

周东滨

从正月初一到初三，宁波博物
馆有超过 3万人次进馆参观；南塘
老街枫林晚书店有很多市民、游客

“品书香，过大年”；宁波文化广场
“灯光节·拾光季·不光有影”活
动吸引众多市内外游客……春节长
假，置身甬城，所闻所见，可谓耳
目一新。

一道道新年俗，构成了不同以
往的新景象。年俗之变，带给人们
不少新感受、新体验。

比如，团聚形式变了，由“返
乡回家”到“反向春运”。很多在
城市奋斗打拼的年轻人，过年不再
返回老家，而是把父母或孩子接到
城市。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携程旅
行网的大数据显示，今年春运传统
高峰路线反向客流增加 9%，上
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成
为“反向春运”热门目的地，除夕
前一周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
同比增长超40%。

又如，消费方式变了，由“囤
积数量”到“注重质量”。无论是

备年货还是送年礼，不再满足“有”
和“多”，转而追求“优”和“精”。
据报道，宁波某海鲜批发市场 220
多个摊位，春节前期平均每天成交
额大约 3000 万元，价值不菲的青
龙虾是春节期间卖得最好的“爆
款”。据“京东到家”日前发布

《2019 年中国年货消费报告》 显
示，品质取代价格成为年货消费首
选因素。

再如，休闲样式变了，由“相
对单一”到“丰富多元”。走亲访
友、推杯换盏不再是主流，读书、
参观、旅游和看电影的热潮广泛兴
起。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春节
期间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比
例，分别为 40.5%、44.2%、40.6%
和 18.4%。年初一当天，8 部贺岁
档电影集体上映，当日票房超 14
亿元，创国内单日票房新高。

年俗是社会的映照、时代的印
记。自从有了春节，各种习俗就相
伴而生，也顺时而变。几十年来，
从挨家挨户拜年，到电话拜年，再
到微信拜年，乃至如今量身订制的
拜年美图、风趣幽默的抖音视频、
各类新春题材的 H5 动画，每一步
变化都让人感受到科技发展、社会
进步的力量；从年货食材凭票购

买，到鱼肉果蔬按需满足，再到海
外生鲜受到追捧，则让人惊喜于消
费方式乃至生活态度的深刻变化。
年俗之变，从悄然到猛烈，反映了
社会的大发展和大进步，也折射出
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和精神需
求的更加多样。

变的是年俗，不变的是年意。
过年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文
化，祝福、喜悦和美满是经久不衰
的主题、历久弥新的符号。年俗作
为人们共享的文化载体，把家人聚
在一起；作为人们共同的文化纽
带，把亲情联在一处。不管年俗如
何变化，它都在极力营造一年中最
特殊也最让人尽情享受的氛围。江
苏南京秦淮河，火树银花满是景；
广东广州“逛花街”，姹紫嫣红都
是春；甘肃庆阳“耍社火”，热热
闹闹尽是乐……各地年俗体现的意
境，都是极富仪式感的盛宴，让人
徜徉在国强民富的幸福里，沉醉于
国泰民安的祈愿中。

近年来，有不少人感慨，年味
淡了，找不到以前过年的那种感觉
了。其实，在伴着社会变化、随着
时代变迁的过程中，虽然传统年俗
日益减少，但过年前充满期盼、过
年时尽享欢愉，却是万家皆同、亿
人与共。与过去磕头作揖相比，如

今“指尖拜年”更让人普遍接受；
与以前领压岁钱讲究礼节相比，现
在争抢网络红包更令人不亦乐乎；
与曾经走亲访友话家常相比，举家
出游更让人轻松自由……如果真要
说年味淡了，那也是物质产品极大
丰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后，人们
不再那么在乎“吃喝”罢了——就
像有人说的，这样的抱怨，只不过
是一声“幸福的饱嗝”。

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
说：“年意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
方，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也在所
有人的心里。年意不过是一种生活
的情感、期望和生机。而年呢？就像
一盏红红的灯笼，一年一度把它迷
人地照亮。”“相信只要我们的传统
文化根脉在接续，只要我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紧拥不弃，年的
灯笼就一定会在大年根儿红红地照
亮！”过年的味道是浓还是淡，过年
的感觉是多还是少，更多取决于人
们内心的感受。保留旧记忆、拥抱新
变化，才会让过年开心、顺心、舒心。
年俗有变，年意不变，其实，这就是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

变的是年俗，不变的是年意

魏文彪

近日在西安电视台一档问政节
目中，某区交通局局长回应黑车问
题，遭主持人连发数问怒怼：“3
年了！还需要现在重新调研吗？为
什么有这么多黑车，为什么有这么
多人坐黑车，难道您不知道吗？”

“是不会管、不想管、还是不敢
管？能力不足、态度不端正、还是
有什么畏难情绪？”（2月13日《新
京报》）

对于一些刚出现的问题，或者

相关职能部门正在处理解决的问
题，人们一般不会怒怼、责问，而
是会心平气和地提出意见与建议。
而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让民
众长期遭受困扰，有关部门却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消极作为乃至不作
为，人们难免会对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进行怒怼、责问。就拿黑车现象
来说，就是不少城市长期存在的问
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整治。对
此，人们难免要对当地主管部门工
作人员进行怒怼与责问。

对那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

大难”问题，相比于心平气和、和
颜悦色地提出意见与建议，怒怼与
责问，更能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起
到触动作用，进而促使其反思自身
工作的不足，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改变工作方式方法，促进问题尽快
得到解决。

电视问政是一档民众与政府部
门负责人面对面的监督类节目。在
电视问政节目中，少一些“心平气
和”“和颜悦色”，多一些怒怼与责
问，让那些消极作为与不作为的相
关部门负责人下不来台，丢面子、

“挨板子”，有利于促使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在“红脸出汗”之后，通过
扎扎实实地整改，以积极的变化回
应群众的诉求，促进那些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尽快得到有效解决。

在群众对那些消极作为与不
作为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怒怼的同
时，有必要像部分地方已经实行
的 一 样 ， 由 参 与 问 政 的 群 众 代
表、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等，对
各个部门的工作表现打分评价，
对那些分数偏低、排名靠后的单
位，由有关方面实施问责，对责
任人实施惩处。这样，才更有利
于促使各个部门工作人员切实履
职、积极作为，及时解决民众的痛
点、难点问题，继而不断提高民众
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对“老大难”问题就该多一些怒怼

汪金友

春节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来到
甘肃省兰州市的五泉山公园，从早
到晚排长队，去摸霍去病塑像下边
的“霍去病”三个字。因为当地有个
传言，只要“摸了霍去病”，就能“去
掉身上病”。于是，有病的想去病，
没病的也想去病，宁可排几小时的
长队，也一定要摸摸“霍去病”（2
月10日上观新闻）。

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要是
摸“霍去病”就能去病，还要那些医
院和药厂干什么？可是有一些人，
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不仅自
己去摸，还搀着老人去摸，抱着孩
子去摸。看现场的视频，每个人都
摸得非常投入和认真。

霍去病的父母，怎么会给他取
这样一个名字？可能他们的愿望，
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没灾没病，健
康长寿。只可惜，霍去病长大以后，
虽然勇猛异常，虽然战功卓著，但
到 23岁，就突然夭折。而且不是战
死沙场，而是病死家中。

按说，如果摸“霍去病”真能去
病，兰州周围的人经常去摸，应该
大多“无病”或者“少病”。而我查了
一下资料，截至 2017年年底，上海
人均预期寿命82.75岁，浙江人均预
期寿命77.73岁，而甘肃人均预期寿
命只有72.23岁，在全国排名倒数第
五。这说明，摸不摸“霍去病”，与生
命和健康没有一丁点关系。

但这样的故事，仍然在很多地
方上演。前几天看到一条消息，某

地修了一座“药王庙”，并在旁边打
了一口井，然后放出话来，只要喝
了这口井里的水，就能“包治百
病”。于是，很多外地人从四面八方
涌来，拎着铁桶和塑料桶，到这口
水井来打水。然后坐着汽车火车，
把这些“神水”带回家去，送给病人
喝。当地人看了发笑，这些外地人
怎么就这么傻呢？此水要真能治
病，还有你们的份？

有一句俗语，叫有病乱投医。
因为自己有病，所以就乱找医生。
这种病，已经不只是身体的病，而
是心理的病。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
知道，摸一下石刻的文字，喝一口
井里的水，不可能消除任何病患。
但还是有一些人，一旦发现自己有
病，便乱了阵脚。其实，以现在的医
学水平，很多病可以治愈。如果真
患了不治之症，也只能顺其自然。

还有的人，整天绞尽脑汁，寻
找生活和事业的捷径。因为在我
们这个时代，确实有一些人，通
过捷径获得了成功。没有付出也
发了财，没有能力也升了官，没
有才艺也出了名。他们的诀窍，就
是打通了某个关系，找到了某个漏
洞。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机
制越来越健全，竞争越来越公平。
一夜暴富、一步登天、一举扬名的
美梦，往往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无
论是生活的幸福，还是事业的成
功，都只能从追求中来，从奋斗中
来。日日行，才能水滴石穿；常常
做，方可攀上高峰。

摸“霍去病”能够去病？

真
划
算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