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曙区后孙地段五江口 HS03-03-11、HS03-03-12、
HS03-03-13、HS03-03-17 地块项目由宁波市赫江置业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现就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市赫江置业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海曙区后孙地段五江口 HS03-03-11、HS03-03-

12、HS03-03-13、HS03-03-17 地块项目；
类型：住宅、商业、办公及配套；
项目总用地面积：57328.00㎡，总建筑面积：171878.42㎡，其 中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129352.26㎡，地 下 建 筑 面 积 ：

42526.16㎡；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东至规划望童

北路，南至叶家桥河，西至规划道路，北至规划姚江西路。
3、投标对象：投标人有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项

17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多业主综合体项目（含住宅和非住
宅混合性物业）的合同业绩。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20 年 9 月 2 日上午
8：30－10：30，携以下资料到海曙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
报名 （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及承诺书；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概况及企业所属地物业主管部门提供的物业

企业信用档案证明、企业有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项
17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多业主综合体项目（含住宅和非住宅
混合性物业）的合同业绩（提供项目所在地物业主管部门出
具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备案证明）；

（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专科及以上）、信
用证明、身份证、单项 17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多业主综合体
项目（含住宅和非住宅混合性物业）管理经验（提供项目所

在地物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5） 社保机构出具的能体现项目负责人已经缴纳最近

连续三个月社保的社保缴费证明 （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或
社保机构单位章或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读取相关信息的网页
打印件，社保机构出具的缴费单位名称必须与投标人名称
一致，如为分公司单位名称视为与投标人名称一致）；曾
以拟定项目经理身份参加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且目前尚任
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
经理；

（6）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7）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
（8）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

为失信被执行人。招标单位对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拟派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现场查询（具体以报名当天

“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报名。若在报名当天因不可抗力事
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报名截止三天内
对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进行事后查询，如资格预审合
格的投标单位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资格预审合格资
格，若合格投标人不足三家，则重新招标；

（9）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于资格预审当天
11:30 前，向物业招标办指定账户交纳壹万元投标保证金，并
提交银行回单原件。

所有复印件材料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可通过扫描二维
码读取相关信息的视为原件）备查。

若投标单位超过 5 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
签决定不多于 5 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府桥街15号（恒隆中心副楼3楼）
联系电话：0574-87214995

海曙区后孙地段五江口HS03-03-11、HS03-03-12、
HS03-03-13、HS03-03-17地块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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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得到市委、市政府和市
政协等领导的高度重视。市领导批
示要求，院士中心建设要因山就
势、依水临湖，既要保留浙东建筑
特色，又要完善科技研发、学术交
流等功能，在确保建设质量和风貌
协调性的前提下，能快则快，高效
推进，建设分层级、网络化的智能
城市院士中心系统，打造宁波高层
次科技创新平台。

东钱湖管委会建设团队与吴志
强院士团队密切配合，项目施工还
得到了附近村民的大力支持。

如今，总占地 52.57 亩，包括
配套道路及市政、景观，累计投资
近 5 亿元的宁波院士中心揭开神秘
的面纱：由学术综合楼（原东楼）、
设计研发楼 （原西楼）、陶公讲堂

（原宿舍）、访客中心 （原食堂）、
智慧连廊和景观塔等组成背山面
湖、设施现代化的独特建筑群。

据了解，院士中心秉承着“服

务院士”的核心原则，所有建筑是
一个集智能管理、人机互交、声光互
动于一体的智慧空间。据知情人士
透露，全国各地有不少院士工作站
点，但像宁波这样专门用于院士工
作和生活且环境和设施等条件如此
好的院士中心，还不多见。

从宁师院到院士中心，承载着几
代老宁波人记忆的老校舍涅槃重生。

东钱湖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宁波院士中心是“创智钱湖”
规划落地的首选项目，也是环东钱
湖绿色创新圈、鄞南科创大走廊、
甬江科创大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立足全市、辐射全省，服务于长
三角、面向海内外，作为两院院士
的工作创新中心、交流发布中心、
咨询培训中心、孵化共创中心，为
宁波打造一个以院士集群为内核、
以智能产业为导向的智慧高地、创
新高地，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的院
士中心典范。

优美环境和科学设计
宁波院士中心全国少见

东钱湖畔东钱湖畔，，矗立起宁波院士中心矗立起宁波院士中心
——宁师院旧校舍“蝶变”的幕后故事
记者 朱军备 实习生 方容儿 东钱湖报道组 袁 春

在风景秀丽的东钱湖畔，几幢别具风韵的新改建建筑矗立在陶公山的半山腰

上。年代感的红砖立面，水波纹的拱顶，设计研发楼、学术综合楼分立东西两端，曲折

蜿蜒的景观连廊宛如一条白龙将东西两楼连接起来。这就是宁波院士中心，浙江省

首批“院士之家”试点项目。

走进宁波院士中心东楼、西楼，透过朝南的落地窗玻璃，湖光山色一览无余；登上

新建的观景塔远望，碧波荡漾的东钱湖尽收眼底。周边树木葱郁，山坡野花竞艳。

仅仅一年多时间，宁波师范学院荒废30多年的旧校舍，就“蝶变”成集“产、学、研、

居、养”多功能于一体的宁波院士中心。整个项目既保存了原有建筑风貌，又赋予了智

慧功能和时代特征，其华丽转身的背后，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宁波院士中心的前身是宁波
师范学院东钱湖陶公山校区旧址，
而宁波师范学院的前身是宁波师范
专科学校，是宁波市第一所高等院
校。

据 《宁波师范学院校志》 记
载，1960 年初，宁波要开发东钱
湖，提出“十年东湖赛西湖”的口
号，并要求学校于当年 9 月在东钱
湖陶公山上赶建新校舍。

今年 80 岁的原宁师院院长忻
正大提供了许多当年建校的资料。
1960 年 2 月，宁师院陶公山校区动
工。当时，物资和工人都紧缺，全校
师生就一起参加建校，搬砖盖瓦做
小工。房子是砖石结构，主要材料
是砖块和石料；脚手架用四明山等
地毛竹和木材搭建，水泥地坪则由
竹条代替钢筋，称为“竹筋”。

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陶
公山第一幢教学楼西大楼当年完
工。1962 年，又分别建起教学楼
东大楼、一幢两层的学生寝室和一

座供师生用餐的食堂。
在兴建校舍的过程中，学生们

10 人 一 组 散 住 在 山 脚 下 的 民 房
里，湖边洗脸，大棚吃饭。原宁师
院副院长苏滋禄在 《于艰难曲折二
十年——宁波师范学院忆旧》 中写
道：“学校靠小型发电机发电，每
天夜里九点半停电，学生要开夜
车，只得用土制蜡烛，借微弱烛光
看书；教师的教学也非常认真，备
课细致。有的课没有课本，教师便
广泛搜集资料自编教材。”师生们
因此建立起了融洽无间的感情。

梅花香自苦寒来。宁师院 20 世
纪 60 年代初期毕业的几届学生中，
许多人成为教育骨干和优秀教师。

1976 年到 1987 年间，因交通
不便等原因，学校逐步搬迁至三官
堂 。 1996 年 ， 宁 师 院 和 宁 波 大
学、浙江水产学院三校合并，组建
成了新的宁波大学。从此，“宁波
师范学院”这个名字成为许多人念
念不忘的记忆。

师生土法上马
两年盖起一所高校

2019 年 的 元 宵 节 ， 宁 波 市
委、市政府专题听取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团队
关于东钱湖区域总体城市设计发展
的汇报，并确定“宁波院士中心”
项目落户东钱湖畔。

同年 4 月成立的“宁波院士中
心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由市委常
委、鄞州区委书记、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党委书记褚银良担任组长。宁
波东钱湖文化旅游发展集团公司和
东钱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建
设，前者负责主体建筑建设，后者
负责配套道路建设。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胡建涌坐镇指挥，每周召开一次
协调会，调动各种资源，协调处理
各类矛盾，全力加速项目建设。

2019 年 4 月，东钱湖文旅集团
突然接到一项重大项目建设任务
——陶公山宁师院老楼将启动保护
性改造，打造“院士之家”，由公
司负责具体建设事宜。接到任务
后，该集团立即建立起工作团队，
并由总经理助理汤锡德负责。

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建筑，
整个建筑依靠青砖、红砖垒起来，
没有钢筋、混凝土；老楼的外墙粉
刷已全部剥落，四周杂草丛生，建
筑外立面的藤蔓最高爬到了 4 层
楼；楼内到处漏水，许多砖块破损
严重，呈粉末状；预制板内部的小
钢筋裸露在外，水泥碳化严重。

在旧址考察中，一圈走下来，
满目皆是断壁残垣。汤锡德认为将

老楼拆掉重建比加固重建成本低，操
作起来也方便些。于是，他向东钱
湖管委会提了建议。“后来，吴院
士亲自来东钱湖考察，他不同意将
老楼拆除，而是要保留有历史沉淀、
含有文化底蕴的老东西。在吴院
士团队的指导下，我们采用保护性
加固改造的方式实施项目建设。”
东钱湖文旅集团项目负责人说。

经授权和项目备案后，在短暂
三个月时间内，完成了现场测绘、
勘测定界、图纸恢复、结构检测鉴
定、地质勘察、现场资料留档、过
去资料搜集等准备工作。

其中，最令人头疼的就是结构
检测鉴定了。鉴于安全鉴定面积
大，需要将大的水泥块吊进去做荷
载试验，但当时道路泥泞，不能通
车。于是他们想到用水作荷载物，
雇工人挑水。“比如要检测楼板，
就得先选取一个测试点，用塑料膜
把楼层围起来做好密封，然后往里
面加水。仪器设备则要放在下一
层，以观察上面的变形程度。”项
目负责人解释道，“因为建筑过于
老旧，选取了很多监测点，整个结
构检测过程很辛苦。”

各项准备工作到位后，建设单
位邀请加固专家、监理专家、造价
专家等参加该项目初步概念方案评
审会和技术论证会。经过多方讨
论、分析研判，最终通过了该
项目的加固工程技术方案。
经过招标，由同济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团队负责
项目规划和整体设计。

荒废三十多年
旧校舍破败不堪

施工进场后，整个项目面临重
重困难。首先，老校舍东、西两楼
距离水源直线距离分别为 673 米和
364 米，严重影响现场施工和生活
用水；其次，道路无法满足施工车
辆进出要求，通行条件恶劣，挖机
必须由混凝土车推着才能缓慢前
行；再次，施工初期用电无法保
障，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租用了 8
台 120 千伏安发电机组 24 小时不间
断发电。

与此同时，老楼独特的砖混结
构极其复杂，导致施工进度缓慢。

“为加固地基，必须打桩。平常的
工地都用打桩机，但是在大楼内就

只 能 人 工 挖 孔
了 ， 最 深 的 挖 了
21 米。”施工负责
人 向 记 者 介 绍 ， 为
了保障安全，工人们
一边打孔一边用水泥加
固边缘，直到挖到可嵌入
的岩体为止。

挖孔结束后要在孔洞里装
入钢筋笼浇灌工程桩。地梁横向
钢筋要从大楼底板横穿过去，然后
与竖向的钢筋固定在一起，从而固
定整个地基。项目负责人举例说：

“每根钢筋长 9 米，每个房间宽度
为 3.4 米，钢筋穿透几个房间需要

施工条件差
建设难度大前所未有

工人慢慢将其挪进打好的孔洞里，
穿透后，每根都要牢牢地用套筒套
住并且连接好。”

此外，清水模板加工也是施工
中一大难题。因为项目中存在大量
的异形结构，施工单位特地在现场
设置了一个模板加工车间，现场定
制钢模板和木模板。为了呈现一定
的弧度，每道模板需要细切几十次
进行弯曲，每浇筑 1米需要移动挡板
一次，整个施工程序既复杂又烦琐。

总而言之，在建筑改造过程
中，对建筑进行了“强身健体”和

“梳妆美容”，保留了老楼的建筑特
点、文化底蕴和设计元素。

所谓“强身健体”，包括拆改工
程、桩基施工、地梁施工、楼板置换

以及所有墙体、梁板柱、门窗洞加固
作业。整体结构加固新增桩基 187
枚，加固梁柱和墙体共用钢材、钢
筋 597 吨，部分结构还使用了先进
的碳纤维布共计 860 平方米。

“梳妆美容”则包括安装 552
块弧形玻璃、84 块拱形屋顶。为
了保障清水墙的成型效果，对原有
墙体实施了植被及植被细根清理、
砖块替换、勾缝处理、增强剂涂
刷、局部打磨、泛碱处理等 10 道
工序。

经过攻坚克难，加班加点施
工，并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
响，今年 7 月 20 日，主体工程完工。
目前，该工程正在办理竣工备案手
续，接下来进入实质性运行阶段。

韩立萍 制图

宁波院士中心全景。 （东钱湖文旅集团提供）

改造施工前，搭工作用房时
需背扛手抬。 （胡乐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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