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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大地，钟灵毓秀。

从百废待兴成长为经济大市，从内河港蜕变为世界一流海港，从贫困迈入全面小康，从商埠小城发展为国际港口名城……

70年巨变的背后，是这座城市，对土地、海洋、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尊重，对城乡空间有序规划高品质开发的坚守，对伟大中国

梦、美丽宁波梦的执着追求。让我们沿着自然资源发展的足迹，共同回顾宁波这座城市的变迁和成长——

“开展国土调查、严格保护耕地、完善土
地市场、节约集约用地、推进土地储备，管好
矿产资源利用……”1949 年至 2019 年，短短
70 载，四明大地上掀起了前无古人的建设高
潮。统筹人与自然的平衡，赋予城乡人性化的
秩序，是自然资源管理者的神圣职责。

土地调查摸清市情市力。新中国成立以
来，宁波先后开展了三次国土调查，从薄膜成
图到计算机制图，从普通航拍到卫星遥感……
普查工作在技术手段、普查数据等多个方面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全面摸清了我市自然资源家
底。2017 年 10 月，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三次全
国土地调查。相比“一调”“二调”，“三调”
调查范围更广、时间更短、数据量庞大、分类
体系更完善、成果种类更全面。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创新方法手段，统
一标准，总结经验，及时解决问题，引入监理
旁站核查，多层次检查确保调查工作成果质
量。通过高分辨率、高时相、多源遥感影像和

“互联网+”实地举证照片，建立市级 100%内
业核查制度；外业核查采用无人机航拍、单兵
手持设备、国土调查云等先进科学技术手段，
实现从地面到空中全方位覆盖。

耕地保护制度史上最严。耕地是国之根
基，民之命脉。近年来，我市以管控促保护、
以节约促保护、以建设促保护、以激励促保
护，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建立健全“天上看、
地上查、网上管”的违法用地查处监管格局，
大力实施土地全域综合整治，优化农地布局，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土地二级市场全国领先。改革开放 40 年
来，在完善土地市场方面，我市从“土地无
偿、无限期、无流动使用改有偿出让和行政划
拨双轨制”开始探索，历经“先行先试，促进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逐步规范”“基本建立并完
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乡统筹构建一体化
土地市场”的阶段，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相适应的土地市场化配置格局。

2017 年，宁波市被列入全国开展完善建
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二级市
场试点，在土地二级市场试点政策创新和应
用方面全国领先，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实施

“预告登记转让”、第一次为民营机构教育用
地办理抵押登记、第一次为民营机构养老用
地办理抵押登记；特别是首创的“预告登记
转让”机制，破解了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
25%投资额限制问题，是试点的重大政策创
新成果，得到了最高法院及中央相关部委的
充分肯定。

试点效应不断显现，2017 年宁波市土地
二级市场交易宗数、面积、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4%、99%和 111%；2018 年 1 月至 6 月，宗
数 、 面 积 、 金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7.5% 、
16.1%、9.6%，土地二级市场交易量明显增加。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走出新路子。节约集
约利用土地是有效解决土地供求矛盾的重要
举措。在国家土地节约集约制度引导下，宁

波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政策，走出了一条
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新路：贯彻落实
国家要求，逐步建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
制；完善节约集约用地机制，不断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落实“两个最严格”，探索节约集
约利用。

土地储备由分散迈向统筹。上世纪 90 年
代初开始，土地使用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转
变，逐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一些城市开始探
索土地储备机制。宁波土地储备工作始于
2001 年，从零打碎敲到统筹调控，土地储备
事业不断做大做强，为全市集中财力办大事做
好基础保障。

矿产资源治理成效明显。矿产资源是城市
发展的物质基础。以矿产资源规划为引领，我
市不断强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管、加强矿山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推动矿产资源开发总体
水平不断提升，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明显改善，
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逐渐多元。

统筹人与自然平衡

作为海洋大市，宁波涉海活动频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坚持依法治海，出
台了一系列地方法规和海洋管理规章、规
划，为海洋管理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围
绕海域使用权和涉海工程项目较多的实
际，加强海域使用确权管理，重点对围填
海造地、海洋环境、建设用海、无居民海
岛进行管理监察，规范涉海活动，为海洋
生态保驾护航。

体制机制不断健全。1998年原宁波市水
产局和原科委海洋管理处合并为宁波市海洋
与水产局，着手开展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监
测预报。20年来，我市开展海域使用调查登
记，联合海事部门规范海砂开采，配合海洋
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岛保护法
立法，推进海洋经济建设、象山港区域统筹
协调、海洋生态修复、无居民海岛保护、海
域有序利用，海洋管理领域不断拓展，海洋

管理和执法队伍能力持续加强。
至 2018 年，全市建立了市、县两级海

洋经济、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保护、海
洋防灾减灾、海洋科技、海洋动态监视、海
洋执法监察七大工作体系，建成了相对完善
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

保障能力不断加强。20年来，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海洋资源要素保障得到加强。港
口用海、围填海、养殖用海、无居民海岛逐
步纳入海洋管理范围，海域和无居民海岛利
用不断规范。规范了海岛名称并设置了海岛
名称标志，在全国实施了第一个无居民海岛
使用证颁发和第一个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公开
出让。组织开展了大陆和海岛海岸线调查，
先后组织开展了海域使用示范区、公共用海
管理、海域规划建设直通车、象山海洋产权
交易等国家级试点。加强围填海管控，开展
了淤涨型高涂围垦养殖管理国家级试点。

海洋生态不断好转。成立了韭山列岛国
家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渔山列岛国家级
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和花岙岛国家级海洋公
园，加强海洋资源环境保护。争取中央财政
资金，实施一批海域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开
展 110公里生态岸线整治修复。布设海上自
动监测系统 18 套，实现对海洋环境实时监
控。联合多部门印发《宁波市近岸海域污染
防治行动方案》，协同推进近岸海域环境污
染防治工作。开展象山港污染物总量控制试
点，5个区县 （市） 的减排成效列入年度工
作目标责任考核。开展验潮站、波浪浮标、
艘海洋观测志愿船、简易水文气象观测站等
观测系统建设，形成信息共享、运行稳定、
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业务化海洋灾害观测网。
开展海洋灾害风险调查、隐患排查、警戒潮
位核定、海洋灾害评估与区划、渔港防台能
力评估，降低海洋灾害风险。

为“蓝色国土”保驾护航

森林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

新中国成立至今，历经 70 载辛勤耕
耘，宁波绿化造林事业不断发展，曾经的
满目荒山成为历史，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森林覆盖率从 30%增长到 48%，成为绿色宜
居的国家森林城市。总体来看，我市绿化
造林分三个阶段：大力实施国土绿化，把
荒山变成林海 （1957～1998 年）；绿化与管
护并重，成就森林宁波 （1998～2010 年）；
注重提质增效，迈向生态家园 （2011 年以
来）。

国土绿化成绩斐然。2010年，宁波荣获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我市林业也进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目前全市林业用地面积
693.4 万亩，占陆域的 50.02%；森林面积
663.49 万亩，森林蓄积量 1880.1 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 48%；全市林木绿化率 49.25%，

平原区林木绿化率 20%；现有公益林 400 万
亩，占森林面积的 60.3%，占陆域生态空间
的27.2%。

绿色理念深入人心。近年来，宁波深入
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以人为
本、城乡融合、全域推进，高质量、高水平
推进国土绿化美化，全面提升森林质量，大
力弘扬生态文明绿色理念，逐步构建结构优
化、功能完备、全民共享的国土绿化体系，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大花园建设提供了强
有力的生态支撑。

筑 牢 绿 色 “ 防 护 墙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为保护森林资源，森林公安机关坚持
打防结合、多措并举，依法严厉打击破坏
林地、滥杀野生动物和乱砍滥伐等为重点
的各类涉林违法犯罪，坚决保护森林资源
安全和维护林区社会稳定，并取得了显著
成效。强化林区治安防控，以严打高压态

势，先后组织开展了清火、清毒、清网、
清案等“利剑”系列、打击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违法犯罪、“治爆缉枪”等专项打击
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林违法犯罪行
为。

林业防虫开创“宁波模式”。森林病虫
害是“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新中国成立
后，人工纯林面积不断扩大，森林病虫危害
面积逐年增加。全市森防工作者共同努力，
形成了发病面积和病死树数量连年下降的良
好局面，全市重要地段松林保护成效显著。
奉化溪口景区、鄞州阿育王寺、宁海马岙
村、余姚宓家村等古松群保存完好；奉化大
堰、慈溪伏龙山、宁海跃龙山等以松林植被
为主体的自然景观保存完好；扑灭了江北
区、镇海区疫情。在防治过程中，积累了许
多防治经验，开创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宁
波模式”。

打造绿意盎然的栖居地

核心
提示

沧桑巨变沧桑巨变，，宁波宁波““城长城长”” 年年
———自然资源规划管理推动宁波发展回顾—自然资源规划管理推动宁波发展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漫长曲折的现代化
进程，宁波城市规划开始复苏。面对不同时期
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宁波城乡规划始
终勇立潮头，与城偕行，为宁波跨越式发展提
供支撑保障。回首 70 载，宁波从海防前哨跃
升为国际港口名城，从商埠小城拓展为区域都
市，从交通末梢转变为综合交通枢纽……从三
江口逐步迈向多中心的网络化大都市。

随着新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长三角
一体化和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推进，宁波城市面临着转型升级
重大机遇。2015 版总规是在 2006 版基础上修
订的，主要任务是“定底线、调结构、强统
筹、保民生”，明确在中心城区保持“一主两

副，双心三带”的空间结构，在市域层面构
建“一核两翼、两带三湾”多节点网络化的
大都市新格局。

谋划新一轮空间规划。随着 2020 规划期
限的临近，2017 年 6 月，市委、市政府启动
2049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和新一轮总体规划编
制工作，明确开展城市发展目标和定位、港口
城市综合提升和转型发展、产业发展动力、文
化魅力和城市品质提升、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地
位和发展战略、宁波都市圈空间协同发展6大
专题研究，并在 2018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要深化“多规合
一”，优化“拥江揽湖滨海”空间布局。

优化城乡格局。无论在改革开放初期，还

是城市转型期，城乡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制约城
市发展之痛点。为破除城乡二元壁垒，宁波不
断调整规划理念和思路，推进小城镇建设，培
育壮大中心节点；统筹区域规划，探索网络化
城乡布局，取得了显著成效。

扩大城市规模。改革开放初期，宁波城市
空间一直囿于三江口不足 20 平方公里的范
围，宁波城镇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城镇相对孤
立、分散发展状态，各区县 （市） 的中心城
区在功能、空间上联系不甚紧密。2000 年
后，宁波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期，规划视角
开始拓展到全市域，宁波建成区面积也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 18.3 平方公里增加到 2018 年的
345.5平方公里，扩大了近 19倍。随着城乡建

设范围的扩大，城乡发展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
升。从 1978 年到 2017 年，宁波的城镇化率从
15.4%上升到 72.9%，2017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
达1.8∶1，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持续居全国全省
前列。

深化历史文化保护。历史文化是地方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载体，是城市归属感的关键
所在。自 1986 年宁波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之后，历史保护范围逐渐从名城扩展
到名城名镇名村“三名”，保护重点从单一的
文物古迹向整体格局转变，保护理念也从静态
的风貌连续向动态的生活延续转变。目前，全
市可持续的保护模式基本形成，多层次的名城
保护体系架构逐步建立。

规划引领城市发展

记者 杨绪忠 通讯员 朱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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