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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月底开通，宁波人民
对公交出行又多了许多美好期待。“去南部商
务区太方便了，以后可以少开车了。”前天，
参加试乘的林先生说。

今年一季度，百度发布了全国城市交通报
告，在同类型城市中，宁波是最不拥堵的城
市。从六年前创建国家综合交通示范城市开
始，宁波通过交通拥堵治理，逐步疏通城市道
路梗阻，从高德地图发布的全国百城拥堵排名
看，我市从 2015 年的 36 位降到了 2017 年的 68
位，去年更是位列全国交通健康城市第7位。

这其中，公共交通功不可没。数据显示，
五年来，日均公共交通客运量稳步提高，中心
城区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从 2013 年的
40.6%提升至2018年的55.4%，城市交通满意度

从2013年的85.6%提升至2018年的90.4%。
随着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建成通车，这条

南北向的地铁主干道，将改变宁波“十”字架
构的地铁线网，使其真正成“网”。以此为契机，
宁波交通拥堵治理将不断强化“公交增效”，构
建“公交+慢行”的交通顺畅出行链，基本形成以
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体系。

同时，我市继续推进2号线二期、4号线、5号
线一期和宁奉城际线等轨道工程建设，力争4号线
于2020年开通；推动3号线二期和5号线一期西延
前期工作；同步推进第三轮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报
批工作，促进中心城区轨道尽快成网，发挥骨干作
用，进一步强化公共交通主体地位。

轨道交通建设带动城市发展，我市将深化
实践 TOD 土地开发模式，提高公共交通使用
率。今年重点推进轨道天童庄车辆段、藕池
站、城隍庙站、明楼站等 4 个轨道交通站点的
TOD 开发，实现土地功能重组和空间结构优
化。同时加快轨道交通“P+R”停车场建设，

重点推进东环南路站、三官堂站、宁波大学
站、大通桥站、高塘桥站等 5 处停车场建设，
新增停车位1000个，引导居民换乘进入城市中
心区。此外，加快推进海晏北路站、百梁北路
站、宁波大学站等3个常规公交站综合开发。

不断优化常规公交线网。在轨道交通 3 号
线一期开通前后，我市将优化调整一批公交线
路，在轨道交通站周边，不断改善接驳慢行环
境，实现 3号线一期站点过街地道功能，优先建
设轨道周边慢行系统，形成安全、连续、贯通的
步行连廊。同步启动轨道交通线路沿线站点公
交停靠站、非机动车停放点、公交首末站、出租
车停车位、换乘停车场等换乘配套设施的建设，
推动高塘桥站、勾章路站、大通桥站等 3个城市
交通“微枢纽”的构建，强化轨道接驳能力。

开展公交专用道联网工程，让私家车为公交车
“让行”。今年全市新增公交专用道16.67公里，市区
新建公交首末站4个，新建改造公交停靠站49个。

（张燕 汤林 文/图）

公交增效，
构建“公交+慢行”顺畅出行链

编者按：治理城市交通拥堵，既是百姓出行的民生大
事，更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要事。我市交通治堵
经过连续6年的不懈努力，围绕“公交优先为核心、综合施策
为保障”这个重心，实现了“一个缓解、两大提升，六大成
效”：即交通拥堵情况明显缓解；公交分担率和交通满意度逐
步提升；城市路网、公共交通、停车供需矛盾、交通运行秩
序、科技手段、综合运输发展水平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9年，宁波城市交通治堵还有哪些“重拳”？围绕服务
民生、保障出行，如何进一步发挥公共交通作用、如何不断
完善路网、停车等基础设施，如何推动市域城乡一体化发展，
促进交通体系整体协调发展？如何实现市域范围内的公共交通
提升？从今天起，本报联合市治堵办（公交都市办）推出“深入推
进交通拥堵治理”栏目，聚焦2019宁波治堵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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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方
其军）“战端既开无老幼，战地亦
无南北分。自幼闻得木兰事，知晓
国破家难存……”姚韵悠悠、说词铿
锵，昨晚，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
创排的红色现代姚剧《童小姐的战
场》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浙东（四明
山）抗日根据地英雄儿女的传奇故
事吸引了北京市民以及在京浙江人
前往观看、纷纷点赞。

姚剧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
种，产生于余姚，已有 260余年发
展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项目，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
心是目前唯一的姚剧专业表演团
体。去年，姚剧 《王阳明》《浪漫
村庄》等曾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
兰芳大剧院上演，广受好评。

姚剧《童小姐的战场》由余姚
市委宣传部、余姚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梁弄镇人民政府联合出
品。余姚市通过发挥地方剧团的优
势，用戏曲的形式探究四明大地红
色基因形成的奥秘，进一步传承好
红色基因。该剧自2018年9月底搬
上舞台以来，通过余姚龙山剧院公

演、进宁波农村文化礼堂和中小学
校园巡演、参加浙江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红色剧目展演等，
已演出 55 场，几经修改、不断完
善，实现品质提升。余姚市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杨
玉红表示：“此次，姚剧 《童小姐
的战场》走进国家大剧院演出，在
姚剧发展史和余姚舞台精品剧创作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姚剧《童小姐的战场》取材于
作家袁敏非虚构纪实文学《三小姐
的抗战》，集结了省内外一大批戏
剧专家，黄先钢、倪东海分别担任
编剧和导演，国家一级作曲刘建
宽、张钱苗分别担当音乐和唱腔设
计，国家一级舞美设计裘冰、周正
平、蓝玲分别担当舞美、灯光、服
装设计，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
第七代传承人和第八代传承人黄

飞、章旺担纲主演。当前，该剧已
被列入宁波市文化精品工程项目。

主演黄飞告诉记者，她的外婆
家就在横坎头村，《童小姐的战
场》 对她来说也因此有了特殊的
感情。她说：“和以往塑造的角色
不同，这是我第一次出演革命者
的形象。想到烽火岁月里牺牲的
烈士，我们更应该好好珍惜现在
的生活。”

国家一级导演倪东海说，《童
小姐的战场》舞台综合艺术呈现注
重戏曲现代戏舞台语汇的有机表
述，达到以真情感动观众、以情怀
感染观众、以真理感悟观众的演剧
效果，使故事得到现代性、表意
性、通雅化演绎。

关注姚剧多年的中国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副教授袁环带着学生来看
戏，“连续有三台姚剧到京城演
出，体现了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
心的整体实力以及创造性。《童小
姐的战场》题材有创新性，所以我
带了不同专业的学生来观摩，让他
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姚剧，在未来
的舞台上向基层院团和剧种学习。”

展现浙东儿女在抗战中的红色传奇

姚剧《童小姐的战场》献演国家大剧院

演出现场。 （陈海东 张旭东 摄）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范亚儿）“美好的人生，是奋斗出
来的！”海曙区高桥镇残联专职委
员、肢体残疾人朱丹丹，昨天参加
了宁波市残疾人演讲与诗歌朗诵比
赛，真情讲述了自己不屈不挠的奋
斗故事，“我相信，我们都能在这
个伟大的时代活出自己的精彩！”

据介绍，为了深入开展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
重要论述，团结带领广大残疾人听
党话、跟党走 （“学听跟”） 专项
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

年 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市残联决定组织开展宁波市残
疾人演讲与诗歌朗诵比赛。

作为市第十届残疾人文化艺术
周的一项活动，“我和我的祖国”
宁波市残疾人演讲与诗歌朗诵比赛
昨天在宁波大学园区 （鄞州区） 图
书馆举行。来自各区县 （市） 的
28 位残疾人选手，分别参加了听
力残疾组、视力残疾组和肢体残疾
组的比赛。

参赛选手们结合各自的亲身经
历，深情讲述自强不息的奋斗故
事。肢体残疾人朱丹丹 7岁时因交

通事故右腿截肢，但她在亲人和社
会的帮助下顽强拼搏，成为一名优
秀的残疾人游泳运动员，曾经入选
国家队，先后在加拿大和丹麦举行
的世界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获得银
牌。退役后，她克服困难、发奋学
习 ， 2014 年 考 上 了 温 州 大 学 ，
201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来自慈溪的选手蔡米多，因白
血病治疗导致双目失明。她直面生
活的磨难，奋发图强，从南京中医
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毕业后，自办
盲人按摩店，后来成为社区医院的
一名推拿治疗医师。

因受雷击失去双手的宁海县西
店镇石孔村残疾人屠欢杰，在演讲
中分享了自己受伤致残后如何从情
绪消沉、调整心情，到努力奋斗、
改善生活的故事。他感慨地说：

“今天美好的生活是大家共同努力
奋斗出来的，只有奋斗才能创造美
好生活，才能实现‘中国梦’。所
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让我们再次出发，
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吧！”

近期，残联系统还将举行“新
时代、共奋斗”特殊艺术巡演活
动。

讲述奋斗故事和心中的“中国梦”

残疾人演讲与诗歌朗诵比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徐华良 王加廷）“上线才两
天就订出了 159 箱水蜜桃！”近
日，看着网易严选平台上不断增
加的众筹订单，奉化九岙农场场
长应士锋脸上笑开了花。据介绍，
奉化区现有水蜜桃种植面积 5.3
万亩，白凤、赤月等中、晚熟水蜜
桃品种将从本月底起大批上市。

为了帮助桃农拓宽市场，卖
上好价钱，今年奉化区农业农村
局、供销社等部门及早谋划、全
程服务，全区 103名农产品经纪
人线上线下全面发力，把销售网
络从宁波延伸到杭州、上海以及
华南地区，为桃农增收助力。

上个月，区农业农村局领导
赶赴杭州与网易严选平台洽谈合
作，最后选定九岙、弘毅两处农
场桃园作为网易严选平台供应基
地，共包销精品水蜜桃 1.5 万
箱，分 88 元、128 元两种包装，
统一打“锦屏山”品牌。之前，
区农合联多批次组织桃农大户和
农产品经纪人到广州、上海等地
考察，与当地多个知名水果电商
平台和大商超等建立合作关系，
帮助销售奉化水蜜桃。

“线上线下相加，已预订出
水蜜桃 1万余箱，预计今年的销

售势头比去年好得多。”农产品经
纪人陈春发说，仅 24 日一天，他
就从天猫、淘宝等线上平台接到
500多个订单，预订出水蜜桃 2000
公斤。锦屏街道“凌晨配送”董事
长沈国军早在 5 月中旬就开始行
动，与杭州世纪联华、盒马鲜生、
三江超市等建立了产销合作关系，
预订出水蜜桃 15 万公斤，并准备
专用冷库，采用冷链运输方式把奉
化水蜜桃销得更好更远。最近，他
整日奔波在几处大果园，叮嘱桃农
搞好后期管理，只要桃子符合超市
收购标准，全部包销，价格随行就
市，让桃农吃上“定心果”。

萧王庙街道农产品经纪人贝复
彪告诉记者，他与嘉兴水果市场、
杭州果品市场等合作，已预订出水
蜜桃 5万多箱。最近，他准备在林
家桃子交易市场设立收购点，方便
桃农投售。溪口镇农产品经纪人周
方龙与深圳百果园连锁超市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已预订水蜜桃 10 多
万公斤。

记者从奉化区农产品经纪人协
会获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60 多万公斤水蜜桃还未采摘就找
到了销售“婆家”，预计今年的蜜
桃季，全区农产品经纪人能帮助推
销约100万公斤水蜜桃。

百余名经纪人帮跑腿 电商平台众筹订购

奉化60多万公斤水蜜桃
未开摘已“下聘”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
高佳胤 陈艳） 天童老街有了

“井长”。近日，记者从鄞州区治
水办及东吴镇了解到，首批 12
位“井长”已经走马上任，负责
监管天童老街的百年古井。这几
天，他们正和工人师傅一起，对
古井内的砖、石、污泥等残留物
进行疏浚清淤。

“井长”就是天童老街水井
的负责人。天童老街每隔百余米
就有一口古井，总长 1.2 公里的
老街共有 9口古井，毗邻的村庄
也有 3 口古井。这其中，蔡家
井、姚家井和清水潭最为有名，

旧时人们酿酒所需用水大多取自这
些 古 井 ； 如 今 不 少 古 井 已 经 荒
废，也有的因修路被填而不再使
用。随着鄞州区治水拆违“百日
攻 坚 战 ” 行 动 的 打 响 ， 东 吴 镇

“因街制宜”在全市率先推出“井
长制”，以各村干部为首批试点

“井长”，让“井长”们管好各自
负责的古井。

目前，天童老街的古井挂上了
“公示牌”，牌子上印有“井长”名
字、职责、投诉电话及雨水井编
号，未来还将印上古井的历史故
事，便于大家监督和保护，促使治
水工作在基层落实。

鄞州12位“井长”监管百年古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