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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陈
晓众）建设万顷滨海湿地公园，推
进城市大脑建设，建设宁波海上丝
路航运大数据中心，实施鄞江、慈
城千年古城修复⋯⋯记者从昨天
召开的《新时代美丽宁波建设规划
纲要（2021-2035 年）》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我市将推进实施七大类
24 项美丽工程，开辟全域美丽新
格局。

七大类工程包括美丽国土空
间优化工程、美丽现代经济提升工
程、美丽生态环境提升工程、美丽
硬核港城建设工程、美丽幸福家园
建设工程、美丽生态文化传承工
程、美丽高效制度创新工程。

美丽国土空间优化工程涉及
生态廊道建设、水生态安全屏障建
设和市公园体系建设 3 项工程，包
括建设万顷滨海湿地公园、完成宁
波市盆景园等建设、到 2025 年新
增美丽河湖 50 条等。

美丽现代经济提升工程涉及
绿色循环现代农业、制造业绿色提
升、现代服务业倍增、碳达峰碳中
和行动、产业数字化提升 5 项工
程，包括支持奉化生猪生态循环养
殖基地、到 2025 年建成市级以上
绿色园区 20 个、加快风景旅游区
建设、推进低碳试点示范工程、分
层级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等。

美丽生态环境提升工程涉及
清新空气行动、水质创优行动、土
壤风险管控、“无废城市”建设、生

态保护与治理修复、环境风险应急
能力提升 6 项工程，包括推进水泥
等非电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开展排
污口整治专项行动、开展污染地块
治理修复示范、建设市级可回收物
交易平台、实施三江流域修复提升
工程等。

美丽硬核港城建设工程涉及美
丽港口建设、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洋综合保护 3 项工程，包括强化
港口岸电设施建设和港口智慧化改
造，推进港口货物集聚区和航运服
务建设，推进杭州湾、象山港、三门
湾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等。

美丽幸福家园建设工程涉及
绿色智慧城市构筑、美丽城镇构
筑、美丽乡村提质 3 项工程，包括
建设中心城区“1 小时交通圈”、高
质量推进“百镇样板、千镇美丽”工
程、全域建设“四好农村路”、重点
打造特色美丽乡村等。

美丽生态文化传承工程涉及
传统文化保护、生态文化弘扬、生
态示范建设 3 项工程，包括实施鄞
江、慈城千年古城修复工程，推进
象山国家级渔文化生态保护区建
设，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宁
波段）保护传承利用等。

美丽高效制度创新工程涉及
生态环境监管能力提升 1 项工程，
包括实现街道（镇乡）环境空气自
动监测站全覆盖、县控以上水质断
面自动监测全覆盖、重点污染源自
动监测全覆盖等。

七大类24项美丽工程
开辟全域美丽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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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有多美，未来宁波就
有多美。

昨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
时代美丽宁波建设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 提出，未来 13年里，我市生态文
明建设将聚力空间、经济、环境、港城、
城乡、人文和制度“七美”融合，打造制
造业发达绿色可持续样板城市、生态环境
治理标杆城市、生态文明素养典范城市、

“三生融合”“三宜协同”先行市。
美美与共，全域美丽。这是未来宁波

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目标。正如 《纲要》
中所指出的，“天朗气清、水波潋滟、田
土葱郁、海美滩净、三生三宜、智慧现
代”将成为未来大美宁波的“多样标签”。

如何打好“美美与共”这张牌？发布
会上，来自经信、自然资源、交通、农业
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发言人进行了解
惑释疑。

记者 冯瑄 通讯员 陈晓众

“‘十三五’以来，全市淘
汰落后产能涉及企业 1042 家，先
后 4 次被评为全省‘腾笼换鸟’、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先进市。”市经
信局副局长张水清说，接下来我
市将开展制造业新一轮“腾笼换
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持续
深入开展淘汰落后产能攻坚行动。

具体来说，开展工业企业大
排查，建立“高耗低效”“散乱
弱”等落后产能企业整治清单，
实行闭环管理。对清单企业开展
专项或联合合规检查，依法依规
实施分类整治，对标提升，达标

销号。对违法违规且整改未达标
或逾期未整改的企业，坚决依法
处 置 ； 对 其 他 企 业 ， 以 兼 并 重
组、整体腾退、搬迁入园、改造
提升等方式进行综合整治。力争
每年整治“高耗低效”企业 1000
家、“散乱弱”企业 1500 家，盘
活工业用地 1 万亩以上。

“加快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也势在必行。”张水清介绍，近年
来 ， 我 市 加 快 绿 色 制 造 体 系 建
设，大力推动绿色示范创建。截
至去年底，累计建设星级绿色工
厂 403 家，其中，国家级绿色工

厂 51 家，绿色园区 3 个，绿色供
应链 6 条，绿色设计产品 113 个，
均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下一步，我市将提高绿色示
范创建标准，实行绿色工厂分层
分级制度，按照五星、四星和三
星三个层次推进绿色工厂星级化
创建。扩大绿色工厂覆盖率，重
点围绕高能耗、高水耗、高排放
等行业，有序启动绿色化诊断。
全面推动绿色工厂创建。力争到
2025 年 新 创 建 星 级 绿 色 工 厂
1200 家 、 市 级 及 以 上 绿 色 园 区
20 个。

向黑色GDP说不 绿色制造再升级

“湿地是重要的国土资源和自
然资源，宁波以滨海湿地为主的
湿地类型多样，湿地面积占全省
湿 地 面 积 的 20.87% ， 居 全 省 第
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汪乐军说。

围绕 《纲要》 和湿地保护修
复，宁波将严格湿地用途管制，
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理，增强湿
地生态功能，维护湿地生物多样
性；完善湿地管理名录，鼓励和
支持具备条件的省级重要湿地申
报国家级重要湿地。

记者了解到，相关规划已形

成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重要湿
地和湿地自然保护地建设、库塘
湿地、滨海湿地、河流湿地等 6
项 湿 地 修 复 重 点 任 务 ， 滨 海 湿
地、库塘湿地和河流湿地总修复
面积达 2496.6 公顷。

除了湿地，森林是目前最为经
济、安全、有效的固碳增汇手段之
一。汪乐军这样描绘宁波森林“碳
库”的家底：“2021 年全市有森林面
积 666 万亩，森林覆盖率 48.08%。”

接下来，宁波将继续稳定森
林面积，夯实全市森林“碳库”
基本盘。实施省千万亩森林质量

精准提升工程，提高单位面积森
林“碳库”价值。加强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
森林资源，减少森林“碳库”损
失。推进固碳增汇试点，积极推
进宁波市林场和宁海茶山林场省
级林业碳汇先行基地试点建设，
探索森林“碳库”价值转换路径。

按照计划，到 2025 年全市森
林覆盖率稳定在 48%左右，森林
蓄 积 量 达 到 2700 万 立 方 米 ； 到
2030 年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48%左
右，森林蓄积量达到 3500 万立方
米。

守绿护绿 “碳库”家底再扩容

近些年，我市在推动宁波舟
山港“硬核”发展的同时，不断
加强绿色港口建设的创新探索和
实践。

“全国首创集装箱进出口‘全
程无纸化’，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4.4 万吨；国内首艘‘双燃料’
动力拖轮交付使用；全国港区首

个智能换电站建成投用⋯⋯”市
交通局总工程师余劲表示，对于
未来我市绿色港口建设，将重点
从三个方面着手，发力建设美丽
硬核港城。

建设绿色港口基础设施，以
“绿色港口”为引领，优化宁波舟
山港及配套设施规划布局，推进
码头资源有序整合，以数字化推
进港外堆场、停车场集约化专业
化发展。

建设低碳港区，以梅山港区
为试点，构建以风电、光电为主
导的清洁能源体系，实施船舶靠
港常态化使用岸电，到 2025 年，

岸电使用量较 2019 年翻两番；打
造智能化码头，推进桥吊和龙门
吊远控、无人集卡规模化使用。
形成低碳港区建设“梅山方案”，
并逐步推广至全港域。

建设优质高效的多式联运体
系，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创新运
输组织模式，持续推动货物运输

“公转铁”“公转水”，重点推进集
装箱海铁联运、江海联运和海河
联运。依托“四港”联动智慧物
流平台，推广公路甩挂运输、双
重运输。到 2025 年，江海河货物
联运量达到 8000 万吨，集装箱海
铁联运量超过 170 万标箱。

以美为媒 硬核港城再发力

自 200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
江工作期间提出“千万工程”以
来，我市历届党委政府一任接着
一任干，久久为功，四明大地已
经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动人
画卷。

对此，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卞银江表示，宁波美丽乡村“底
色 ” 渐 厚 ， 美 丽 乡 村 覆 盖 率 在
80%以上；“特色”渐明，79 个艺
术振兴村、128 个片区组团已成
燎原之势；“绿色”渐满，农村

“三大革命”基本覆盖，乡村成为
市民好去处；“成色”渐足，贯穿
全域的 54 条风景线成为农民致富
线。

接下来，我市将聚焦大美宁
波总蓝图，继续用心、用情、用
力描绘好美丽乡村新画卷。

打造整体美，启动建设“一
环十线”风景线，推进山、水、
林、田、路、房整体提升，今年
重 点 打 造 41 个 示 范 县 （镇 、
村）、4 条风景线。彰显未来美，
重点打造产业、风貌、文化等九
大场景，数字赋能，推动乡村系
统重塑，今年重点培育海头村、
永旺村等 30 个未来乡村。

突 出 风 貌 美 也 至 关 重 要 。
引 导 村 民 开 展 庭 院 、 围 墙 等 村
庄公共空间“微改造”，推进小
集 镇 式 中 心 村 、 梳 理 式 改 造
村 、 艺 术 赋 能 村 创 建 ， 留 住 乡
愁 乡 韵 ， 今 年 重 点 打 造 周 夹
村 、 袁 马 村 等 10 个 艺 术 微 改 造
村 。 守 住 生 态 美 ， 让 农 业 更 加
高 质 高 效 、 农 民 更 加 富 裕 富
足、乡村更加宜居宜业。

留住乡愁
美丽乡村再“燎原”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是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的期盼，更是推动新
时代美丽宁波建设工作的题中之
义。”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翁劲草
表示，将全力锚定 《纲要》 明确
的到 2025 年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到 2035 年在制造业发达城市中生
态环境质量达到领先水平的总目
标，持续擦亮美丽宁波建设的生
态环境底色。

接下来，宁波将实施“清新
空气示范区”提质工程，到 2035
年细微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每
立方米 22 微克以下，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在 95%以上。实
施“甬有碧水”水质提优工程，
到 2035 年地表水市控以上断面水
质全部达到优良等级，近岸海域
优良水质面积比例持续提升。实
施“无废城市”建设示范引领工
程，确保所有区 （县、市） 建成
省级及以上“无废城市”，全市建
成国家“无废城市”。加强全市
28 个省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地的保
护监管，为美丽宁波建设夯实筑

牢生态安全防线。
《纲要》 提出打造“生态文明

素养典范城市”。对此，翁劲草介
绍，针对这一目标定位，宁波将
持续培育特色丰富、美丽和谐的
生态文化素养工程，着重完善公
众生态文明参与体系以及以生物
多样性示范 （体验） 地、生态文
明教育基地为核心的生态文明体
验体系建设；持续构建完善的生
态文明治理制度体系，提升美丽
宁波建设的内生动力。

在政府推进层面，我市将与
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有机结合，
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转化渠道，实施“两山银行”、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 等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市场促进
层 面 ， 进 一 步 完 善 “ 受 益 者 付
费、保护者受惠”的多元化、市
场化补偿机制。在社会公众参与
层面，持续深化“生态环境议事
厅”等公众共商环保议事机制，
有效形成政府有为、企业有责、
市场有效、社会有序的生态文明
体制。

环境提质
天蓝水净再出圈

“大美宁波”向我们走来。

▼宁波加大再生水利用，缓解缺水之困。

▲宁波加快氢能汽车推广使用。

▼宁波美丽乡村建设呈现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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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署名外，其余照片均为冯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