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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冯瑄 通讯员 陈晓众

昨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发
布今年前三季度空气质量“体
检”报告，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为 91.6%，同比上升 6.6
个百分点。从 14 个辖区监测评
价结果来看，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率 平 均 为 90.7%， 同 比 上 升 6.3
个百分点；无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换句话说，前 9 个月全市每
10 天中有 9 天空气质量优良。

象山大榭东钱湖空
气质量最好

根据监测评价结果。前 9 个
月环境空气质量最好的 3 个辖区
是象山县、大榭开发区和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综合指数 （越低越
好） 范围为 2.63 至 3.31，最低的
象山县为 2.63，平均为 3.08，同
比下降 0.46。

从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监测
结果来看，市中心城区除了 SO2

平均浓度同比持平外；PM2.5、
PM10、NO、CO、O3 平均浓度
均呈现同比下降趋势。其中市民
比较关注的 PM2.5 每立方米 22
微克，同比下降 21.4%；O3 （臭
氧） 日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153
微克，同比下降 6.7%。

就 9 月份而言，宁波市中心
城区优良率为 86.7%，有 4 天污
染天，其中 3 天轻度污染，1 天

中度污染，首要污染物均为臭
氧。除臭氧外，中心城区其他 5
项常规污染物浓度均达标；宁
波市 14 个辖区除臭氧外，其他
5 项常规污染物浓度均达标，臭
氧浓度的空间分布呈现西高东低
的特征。

根据全省城市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排名，宁波市中心城区在全
省 11 个地市中排名第 5 （前 4 名
为舟山、丽水、台州和衢州）；
按 PM2.5 平均浓度排名，在全省
11 个地市中排名第 3 （前 2 名为
舟山和丽水）。

此次环境质量体检报告还公
布了各地降尘情况。前 9 个月，
全市 14 个辖区平均降尘量为 2.5
吨/月·平方公里，均达到“各
设 区 市 平 均 降 尘 量 不 得 高 于 5

吨/月·平方公里”的相关要求，
其中降尘量最少的是象山，为 1.3
吨/月·平方公里。

多气共治消除百姓
“心肺之患”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环境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优良率同比提高，
并保持在 90%以上，主要污染物浓
度同比下降。

宁波如何保持“平均每 10 天
有 9 天空气质量优良”？市生态环
境局相关负责人分析，今年是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我
市持续加强工业废气治理，开展柴
油货车等移动源遥感监测、强化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和监测监控、推进
乡镇 PM2.5 监测点位建设等，多措

并举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是我市环
境空气质量持续好转的重要原因。

统计数据显示，按照“化工企
业厂界无异味、重点行业全纳入”
目标，自 2016 年开始，我市对石
化、化工、印刷、涂装等 12 个行
业开展 VOCs 全面治理，累计投入
治理资金超 17 亿元，完成 1013 家
企业 VOCs 治理，石化化工、大型
涂装等企业共安装 208 套蓄热式热
力焚化炉 （RTO） 等高效处理装
置，建成 VOCs 在线监测系统 242
套，石化化工企业累计完成 1100
万 余 个 点 位 的 “ 泄 漏 检 测 与 修
复”，镇海、北仑、大榭等重点区
域建成 10 套区域大气环境特殊因
子在线监测系统。

通 过 近 年 来 的 VOCs 治 理 攻
坚，截至去年底，全市臭氧年均浓
度比 2017 年下降 5.1%。

“加快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
是改善大气环境的又一重点。”这
名负责人表示，在全国推进产业转
型、清洁能源比重增加、控制环境
污染的大背景下，区域总体空气质
量持续好转，浙江省 PM2.5 浓度同
比 下 降 17.2% ， 其 中 宁 波 下 降
21.4%；臭氧浓度同比下降 5.0%，
其中宁波下降 6.7%；二氧化氮同
比 下 降 7.4% ， 其 中 宁 波 下 降
9.4%，几项主要污染物同比下降幅
度均高于全省。

此外，今年有利的气象条件也
是臭氧污染双减（浓度和污染天均
减少）的重要因素。专家分析，7 月
份 以 来 ，我 市 高 温 三 伏 天 长 达 45
天，三伏天结束后入秋又较往年提
早 2 周左右，这些有利的气象条件
使得第三季度臭氧污染天同比减少
9 天，优良率提高了 3.3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市空气质量“十有九”优良
象山大榭东钱湖“蓝天白云”最多

宁波大气环境持续改善。 （冯瑄 摄）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方
辉东） 昨天上午，伴随着挖掘机的
轰鸣声，宁波市蔬菜批发市场原地
块正式实施封闭式拆除。这个曾经
承载着宁波市区 80%以上蔬菜供应
的市场正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即将迎来崭新的面貌。

该地块位于鄞州区周宿渡路
30 号，东至周宿渡路，南至大朱
家河，西至长丰河，北至金家一
路，占地面积 6.5 万平方米，土地
性质主要为工业用地。

据悉，宁波市蔬菜批发市场始
建 于 1985 年 ， 在 历 经 两 次 搬 迁
后，逐渐成为宁波地区唯一的专业
蔬菜批发市场，仅 2019 年交易量
就有 100 多万吨，但随着该区块整

体功能的进一步提升，由市场经营
连带产生的噪声污染、环境污染、
占道经营等各种问题也逐步暴露出
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区域的
发展，社会各界改造的呼声日益强
烈。

为加快拆迁效率，鄞州区东郊
街道将地块分三个标段进行同步拆
除，在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同场竞
速。

蔬菜批发市场地块预计 12 月
底拆除完毕 。 该 地 块 拆 除 后 ， 将
规 划 作 为 城 镇 住 宅 用 地 、 绿 化
用 地 等 。 该 地 块 的 顺 利 拆 除 ，
将 为 提 升 宁 丰 区 块 的 人 居 环 境 、
提 高 该 区 域 生 活 品 质 打 下 坚 实
的基础。

市蔬菜批发市场
原地块开始拆除
后期将规划为城镇住宅、绿化用地等

记者 张燕

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上，
最近关于机场路高架的拥堵再次成
为焦点，原因是由来已久的机场路
高架“堵堵堵”在这个月更为严重
了，这与前段时间机场快速路南延

（南段） 的开通等有关。
“ 自 从 机 场 快 速 路 南 延 通 车

后，工作日的机场路高架早晚高峰
堵成‘一锅粥’”“机场高架南延
线联丰村路口设置的红绿灯，严重
影响高架通行效率”“这几天机场
路高架早晚高峰越来越堵了”⋯⋯
在民生 e 点通的帖子上，网友的声
音直指机场路高架拥堵，有人戏谑

“堵到怀疑人生”。
记者发现网友反映的问题主要

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原本就拥堵的
机场路高架，在其南延 （南段） 开
通后就更加堵了；二是机场路高架
在联丰村方向设置了一个红绿灯，
使这个路口相当拥堵，有没有可能
调整；三是高架上车辆发生事故
后，处理不及时，导致主道拥堵，
如网友 sxming 在 10 月 12 日反映：

“今天 6 点 30 分左右在机场高架北
往南往朝阳互通，发生 2 起事故，
车主就站在旁边等着交警来处理，
导致这一段大堵车”；四是大家咨
询什么时候可以有其他南北向的快
速交通解决方案。

机场高架的拥堵由来已久，原
本 20 分钟的路程在早晚高峰会翻
倍甚至要一个小时，令车主恨不得

“飞”到地下。据了解，机场高架
原本单向 3 车道，设计日交通流量
为 8 万辆，实际日常流量已达到 10
万辆。而随着 9 月底机场快速路南
延 （南段） 通车后，叠加了奉化等
方向的车辆，拥堵情况更甚。对于
网友反映的“开了个红绿灯口子”
的联丰村方向，记者昨天上午从北
往南实测，发现虽然此时早高峰已
逐渐回落，但从朝阳下高速后，这
个路口还是需要两个红灯才能进入
机场高架方向。

对于车主们“机场路高架越来
越堵”的“堵心”，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局表示，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
是机场高架的车流量超过高架的设
计引起的，尤其是早晚高峰，通勤
的潮汐现象尤其明显。随着机场快
速路南延的开通，高架的便利及实
惠也吸引着车主，部分来自甬金高
速、甬台温高速的车辆选择了高架
道路，原本选择地面 214 省道的车

道也改走高架，使得机场高架吸收
了这三条道路上的部分车流，在早
晚高峰堵上加堵。

针对群众反映的联丰村红绿灯
路口，机场公安交警部门也曾进行
实测，发现自机场快速路高架南延

（南段） 开通后，这个口子的车流
量又增加了 20%多。“机场高架南
延线联丰村路口设置的红绿灯，严
重影响高架通行效率，为什么不将
此段改造成高架桥？是否可以参照

‘ 匝 道 ’ 的 模 式 将 此 路 口 进 行 改
造，从而取消红绿灯，提高通行效
率？村内道路连接是否可以采取绕
行的方式？”对此，交警部门表示
在现行条件下，海曙交警大队指挥
中心已实时关注这一路口路况，加
强信号灯调控，同时将增派警力重
点 管 理 ， 对 车 主 加 强 宣 传 引 导 ，
也建议有关部门对路口进行工程
性改造，提高路口通行能力。面
对网友提问，市住建局前天在民
生 e 点通上官方回复：根据宁波
市城市总体规划及工程总体建设
方案，机场快速路南延北段计划
采 用 全 线 高 架 快 速 路 建 设 形 式 ，
其中联丰村红绿灯节点采用主辅
分离的建设形式，主线采用高架
形 式 跨 越 ， 地 面 新 建 辅 道 系 统 ，
保留联丰村地面红绿灯。虽有规
划在前，但对网友提出的是否有

可能进行调整，市住建局表示将
认真听取意见，深入研究。

高架道路由于其特殊性，一旦
发生交通事故，对通行影响非常
大，给接处警也带来一定困难。对
网友反映的高架事故处理不及时问
题，市交警部门表示，目前交警局
警情指挥中心对于高架事故位置明
确且车能移动的，都会第一时间联
系事故车辆及时撤离，到不影响通
行的地方处理，但是遇到车辆无法
移动或发生抛锚需要拖车施救的，
就会对通行造成极大影响。高架中
队一直在合理分段布置警力，站点
和摩托车巡逻结合，最大限度减少
事故接处警的时间，尽可能减少事
故对通行的影响。

目前宁波南往北方向，机场高
架成为“最受欢迎”城市快速路，
也有网友询问机场快速路南延北段
的建设时间、西洪大桥开通时间，
希望以此来分流南北向交通等。对
此，市住建局表示，目前正结合宁
波栎社机场总体规划修编方案对机
场快速路南延北段快速路进行设计
深化，待方案明确后启动建设。至
于西洪大桥，或能解决部分从江北
往海曙方向的拥堵，据市住建局官
方消息，西洪大桥及接线工程 （环
镇北路-北环快速路） 将于 2022 年
底完工。

机场快速路南延通车后，机场高架更堵了

机场高架堵点如何解，相关部门有回复

昨天中午，宁波市实验小
学、海曙区作协邀请作家午歌为
同学们带来了一场作家领读的课
程。通过对古人张岱生平和作品
的解读，让同学们了解一段历
史，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这场阅
读课不仅让本校学生享受到作家
带来的别样阅读体验，还通过音
视频直播的方式，让黔西南学校
的学生同步收看。

（记者 徐能 通讯员 沙
燚杉 摄）

作家进课堂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顾一炜

前天傍晚，一组英雄救人的照
片在鄞州区咸祥镇王家村传播开
来。在村民们的朋友圈和微信群
里，一位中年男子救人举动，赢得
了大家的一致赞誉。

照片上，一中年男子跳入水
中，拼命将落水女子推上岸来，整
个救人过程着实让人捏了一把汗。
笔者了解到，救人英雄叫王义华，
今年 48 岁，是咸祥镇王家村的农
业合作社社长。

当天下午4点许，王家村村委会
的办公楼里，村干部正在为村里的组
织换届和人口普查事务忙碌着。休
息间隙，村支部书记王宁丰向窗外
眺望一下，只见村委会楼下的咸祥
河边，一女子时而发呆，时而大喊大
叫，举止反常，疑似有轻生的念头。

“看这情况，不大对嘛！”王宁
丰脱口而出。村委会主任王德丰、
农业合作社社长王义华等几人急忙

跑下楼来到河边，耐心劝导女子不
要轻生。

此时，女子的情绪已有些失
控，根本不听劝阻，径直跳入河
中。秋天的河水已变得冰凉，而且
咸祥河有一人多深，该女子随时都
有生命危险。

危急关头，王义华立即脱掉外
衣，纵身一跃，跳入河中，游到女
子身边，奋力拉住她，将其往岸边
推。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女子被拽
上了岸。当时，王义华体力严重透
支，精疲力竭。

大家将女子护住，并报了警。
“ 事 情 发 生 得 突 然 ， 其 他 也 没 多
想。救人性命嘛，我想谁见了都会
这样做！”王义华事后说。

据了解，落水女子还未成年，
当日过量服用药物后情绪失控，一
个人从租住的西宅村家里出走，产
生跳河轻生的念头。该女子后来被
120 急救车送至医院救治，女子家
人也联系上了。

咸祥村干部勇救落水女子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张琦） 昨天一早，海曙区集士港镇
新后屠桥村 7 名村民在村民李宏接
的茭白地里忙着采收、打捆。“村
干部还帮我销售茭白，减少损失 2
万多元呢！”远在北京治病的李宏
接言语中充满感激。

10 多天前，70 岁的李宏接患
了重病，到北京住院治疗，老伴也
陪在身边照顾他。李宏接家有 4 亩
蔬菜地，其中 3 亩为茭白，这几天
正是茭白上市时间。“家里没人采
收，错过了上市季，茭白只能烂在
地 里 了 ， 一 年 的 辛 苦 算 是 白 费
了。”李宏接说，几天前他接到村
干部的电话，将这桩揪心事坦言相
告，没想到村里立即行动，帮他解
决难题。

原来，前几天新后 屠 桥 村 干
部在村里巡查时，发现李宏接的
茭白地一直没有采收的动静。接

到老李的求助电话，6 名村民自告
奋勇主动帮忙采收，“村民表示，
大 家 是 一 个 村 的 ， 理 当 互 相 帮
助。”新后屠桥村党支部书记罗国
云告诉记者。

不仅帮助采收茭白，后续的销
售工作村里也一并解决。“前不久
宁波市对口扶贫消费联盟成立，我
在微信群里将李宏接家茭白需要销
售的事在群里一说，立刻得到了大
家的响应。”罗国云说，村民当天
帮助采收了 150 公斤茭白，已销售
一空，这几天大家会陆续帮助李宏
接将 3 亩茭白采收、销售完毕，“3
亩茭白产量约为 2500 公斤，每公
斤市场价 9 元左右，能帮老李减少
损失 2 万多元”。

除了 3 亩茭白，李宏接家的另
外 1 亩地里刚撒下白菜、菠菜种
子，村民志愿者会持续帮忙打理。
罗国云说，如今村里乡村休闲游日
益火爆，这个月最多的一天接待了
50 个旅游团，“李宏接家的蔬菜，
由后屠桥旅游公司收走后作为旅游
团的伴手礼，然后按照市场价补贴
给老李”。

人在北京治病，揪心茭白烂在地里

新后屠桥村7名村民
帮生病老人采收3亩茭白

如说

据10月
21 日《宁波
日报》民生
版报道，今

年 7 月以来，镇海区由区社会矛
盾 纠 纷 调 处 化 解 中 心 联 合 公
安、街道等单位，全面推出长效整
治机制，统筹破解“僵尸车”处置
难题。

车型老旧、车身破败、锈迹斑
斑、满是灰尘……在城市路边、停
车场等公共区域，经常能看到各种
长期不挪窝的有碍观瞻的“僵尸
车”。它们占用极为有限的公共停
车资源，不仅影响交通出行、市容
环境卫生，并且还有可能带来自燃
安全隐患，长期以来成为城市治理
的“顽疾”。

“僵尸车”整治难，首先在于
认定。何为“僵尸车”？停满多少
时间才是“僵尸车”？目前尚没有
统一的制度界定，于是当标准处于

模糊地带时，执法就缺乏刚性，就
会出现“僵尸车”整治难；另外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职责边界不清晰，
城管、交警、文明办、属地街道看
似都搭边，但往往都管不着，因为
对停放在城市合法停车位置的车
辆，物业甚至相关主管部门都缺乏
擅自处置的依据。

这次镇海“僵尸车”处置令人
称道之处就在于，通过多部门联
动，从明确“僵尸车”的定义、整
治职责认领、专业评估价值、处置
流程等方面入手，制定管理办法，
打破了以往“僵尸车”处置周期
长、流程烦琐的弊端，极大地提升
了整治效率。

宁波“僵尸车”问题，非镇海
一地独有。希望有关职能部门，能
够充分吸收借鉴镇海的好经验好做
法，建立一套针对废旧汽车的动态
管理制度，让报废汽车不再成为

“僵尸车”。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联合执法
让“僵尸车”整治不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