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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受浙江省住建
厅委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协
同住建局、高等院校、专业设
计院等单位，通过广泛调研、
问卷调查、专家研讨等方式，
在宁波实施人行道净化试点成
果的基础上，研究制定 《浙江
省城市道路人行道净化技术导
则》，用于指导全省人行道及
路侧带空间净化工作。该导则
目前已通过审查并正式发布。

《导则》 提出，人行道净
化工作应结合日常养护、道路
改扩建或专项整治，多层次全
面推进，加强对路侧带及附属
设施的日常养护管理，道路改
扩建或专项整治中尽量推行

“多杆合一”“多箱合一”“多
井合一”集约设置，学校、医
院、农贸市场、便民服务场
所、交通场站、商业区等重点
场所宜根据场所特色和需求提
升人行道空间品质。

该 《导则》 作为现行养护
技术标准、设计规范等相关文
件的深化补充和更新提标，侧
重既有人行道设施的改造净
化，聚焦人行道布局、净化标准
举措、美化提升等关键要素，以
退还被占用的人行空间、减少
违规侵占现象为重点方向，坚
持标准与示范并举，指导长效
开展人行道净化攻坚整治。

（杨绪忠 应健 整理）

人行道如何净化，全省标准看宁波

这几天，家住鄞州体育馆附
近的王先生发现，家门口的文苑
路人行道焕然一新。与原先坑洼
不平、雨天积水、树穴拱起严重
的情形不同，改造后的文苑路人
行道不仅重新铺装了芝麻灰花
岗岩，还梳理整治了树穴拱起、
接坡不畅和隔离桩破损等问题。
为了突出体育场馆周边道路特
色，道路醒目位置还专门设置了

“我健康、我运动、我快乐”的立
体造型标志。

变化源于宁波正在推行的
人行道净化行动。

“步行既是人类最原始的出
行方式，也是都市人群解决交通

‘最后一公里’的最佳方式之一，具
有高频率、自主性、便捷性等特点。
但是，宁波中心城区人行道仍存在

‘走不通畅、走不安全、走不舒适’
的问题。”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
建筑设计师徐张武认为，这些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路面坑洼不平，铺地材质老

化 破 损 ，俗 称“ 水 雷 ”和“ 绊 脚
石”；行道树遮挡通道、树穴拱起
严重导致的通行困难；废弃、私
设的指示牌、岗亭、地锁，过密的
阻车桩、混乱的非机动车堵塞人
行道，以及道路施工、建筑工程
施工导致的通行困难；无障碍通
道断裂，不利于残疾人和老人通
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挤占人行
道导致的通行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从 2021 年
开始，我们在宁波全域范围内开

展人行道净化试点。试点主要围
绕人行道畅通、布局、平整、有
序、亮化、靓化等方面展开。”市
市政设施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由我市组
织编制《浙江省城市道路人行道
净化技术导则》，为全省制订人
行道净化标准。同时，于去年 5 月
在全省率先启动城市人行道净
化三年行动，计划对全市 360 条
人行道进行全面净化提升，以
微更新推动大变化，让绿色出
行更加安全、畅通、舒适。

净化提升 让绿色出行更顺畅

在镇海区中心学校箭湖校
区南门，停车场华丽蝶变，成
了 以 蓝 色 为 主 色 调 的 风 雨 连
廊，配有顶棚、休闲椅、宣传
栏等设施。这是新学期以来新
改造的一条“微笑有礼上学路”。
一到放学时间，孩子们排着整齐
的队伍走出校园 ，按照地面标
识，前往学生等待区，奔向各自
家长的怀抱。如果部分家长没能
准时赶到学校，学生可以坐在休
闲椅上，等待家人来接。

自全市开展人行道净化行
动以来，已累计净化路段 199 条，
整治问题 1.4 万余处，更换铺装
19.2 万余平方米，整改无障碍设
施 2360 余处，处置隔离设施近
4700 个，整治树穴近 6000 处，拆
移杆线箱体 543 处，清理其他违
规占道设施 676 处，惠及中心城
区 170 余处学校、社区、医院及菜
市场。通过净化行动，使城市人
行道成为“在宁波看见文明中
国”的又一载体：

“平安护学路”——从鄞州
率先开始，江北、海曙等区聚
力校园周边人行道设施安全与
颜值“双提升”，坚持“一校一
路一景”，为惠贞书院、江北外
国语学校等多所学校打造集功
能、文化、安全、美观于一体
的护学路。在改造过程中，我

市各地做实安全“里子”，将学
生通行安全摆在首位：对校门
口树池、配电箱等附属设施上
的尖角、凸起等部位进行柔化
改造；设置风雨连廊，方便家
长 学 生 接 送 等 候 ； 规 范 指 引
牌 ， 运 用 色 块 搭 配 和 指 引 标
识，使孩子、家长和过路人车
形成默契，有效规范校门口秩
序。同时，提升颜值“面子”，
通过平立面彩绘、加装景观小
品、增加地雕等方式，打造校园
文化主题人行道，如堇山小学的

“幸运四叶草”、新城第一实验学
校的“四季银杏叶”、春晖学校的

“梦想纸飞机”、东湖馨园幼儿园
的“大海之路”等。目前，“平安护
学路”已覆盖中心城区百余所学
校及幼儿园。

“民心直通路”——针对人
行道不平整不连贯、隔离设施
设置不合理、车辆无序停放、
违规占道经营、乱挖乱掘等顽
疾，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百丈
路、长春路等群众反映问题集
中的路段开展示范整治；在海
悦社区、潜龙社区等便民服务
中心周边人行道上增设木质扶
手 、 休 憩 座 椅 、 雨 伞 服 务 点
等，把人行道净化服务“菜单
化 ”，由市民根据需求来“点
单 ”；以药行街成功改造为基

础，加快推进人行道上箱体、
杆件“多箱合一、多杆合一 ”
优化整合，拔除废弃及私设的
指示牌、岗亭、地锁、挡车柱，
整治占道经营和人行道停车乱
象，为人行道“减负”；根治人行
道上的铺装破损、树穴拱起、树
挡灯等老大难问题，尤其是宋家
巷、范江岸路等小区周边人流密
集的人行道，彻底消灭“水雷”和

“绊脚石”；通过绿化升级、景观
改善等举措，将潜龙社区周边老
旧的“犄角旮旯”路段，变成居民
的“共享花园”。

“暖心就医路”——鄞州区
把钟公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作为试点，探索医院周边人
行道净化提升模式，为就医市
民营造温暖、安心、平和的人
行环境。这条道路长度不过 130
余米，却拥有超高的“颜值 ”
和完善的功能。外观上，选用
柔和的黄、绿两色为路面主色
调，辅以粉色线条点缀，沿线
围栏上设置活泼动态的健康教
育宣传标识。功能上，借助不
同 色 彩 ， 自 然 划 分 出 休 憩 空
间、就医优先通道、通行空间
等三个区域，并配备了便民扶
手 、 休 憩 坐 凳 、 夜 间 指 引 灯
带、太阳能爱心夜光挡车石等
设施。“目前我们已打造了 3 条

暖心就医路，力求体现以人
为本。今年我们将继续扩
大改造目标。”鄞州区综合
行 政 执 法 局 相 关 人 士 表
示。据悉，宁波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月湖院区、外
滩院区等全市多所医院
陆续对周边人行道设施
进行了整体提升，引导
患者、市民合理使用道
路空间，着重规范非机
动车停放 ，消除医院
周边人流、车辆拥堵
造成的安全隐患。

“ 清 爽 菜 市
路”——江北、鄞
州 、 海 曙 等 地 重
点 关 注 市 民 反 映
多、问题曝光多
的菜市路，制定

“一路一策”系
统 提 升 方 案 ，
优 化 泊 位 设
置，选用防水
耐脏不易积水的铺
装材料，缓解菜市场周边停车
难及污水清理难问题。通过改
变菜市场周边“硬”环境、增
加隔离设施，重新梳理道路功
能空间，科学划分非机动车停
放区域和行人通行区域。以菜
市场周边各类箱体改造、隔离
栏提升为契机，整体设计文明
宣传展示区域，将市民每日买
菜必经路打造成文明宣传、常
识科普必经路。

还路于民 打造多样惠民路

记 者 从 市 政 部 门 了 解 到 ，
人行道净化惠民行动已列入今
年市级民生实事工程，全年计
划完成人行道净化及学校、医
院、菜市场、社区周边人行道
靓化共计 110 条。

采访中，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要持续发力，着眼长效，提
升市民“慢行”生活的幸福感。

“多样化的步行空间层出不
穷，人民群众对步行空间的需
求也越来越高。需要不断总结

提炼经验，建立人行道净化工
作长效机制，全面提升人行道
设施品质和通行环境。”徐张武
认为。

“ 人 行 道 净 化 工 作 涵 盖 市
政 、 园 林 、 环 卫 、 执 法 等 部
门，需明确责任主体及各部门
工作职责、内容和标准，协同
推进人行道净化实施。同时 ，
市 政 部 门 要 积 极 主 动 联 合 交
警、电力、教育、属地街道等
相关部门，协同整治。”宁波工

程学院建筑与交通工程学院院
长张水潮认为，要着眼长效，切
实形成协调机制，争取专项经费
支持，久久为功，方能持续推进
这项民生工程。同时，要广开言
路，邀请市民参与民意征集、满
意度调查、验收评选等，提升人
行道净化工作的群众认可度。

城管市政部门于今年年初
开展了“2022 年宁波最美人行
道”评选活动，邀请广大市民
参与“最美人行道”评选。根

据最终公布的“宁波十佳最美
人行道”名单，中心城区及慈
溪市、象山县、高新区均有入
选。“我们希望通过评选活动，
激励各级市政部门加强和完善
城市人行道维护管理，也希望
广大市民多提供一些需要净化
提升的候选路段，我们将结合
大家的意见建议，制定更贴近
市民需求的工作计划。”市市政
设施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下一
步，我们将在全域打造更多、
更有体验感和获得感的最美上
学路、就医路、菜市路等惠民
路，让人行道成为文明宁波的
别样风景。”

着眼长效 提升“慢行”幸福感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人行空间往往是被挤占的对象。机
动车道拓宽、非机动车无序停放、
道路设施和临街商业占道等现象，
严重影响了人行道正常功能的发
挥，也造成众多步行人群的出行不
便。

如何有效保障人行道的安全、
畅通和舒适，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民
生难题。

如今，改变正在从脚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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