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宁寺塔、鼓楼等建筑沉淀历史文脉；天一广场、鼓
楼步行街等配套，呈现都市化风华；西塘河、月湖等风景，
跃升人居环境；地铁一号线的贯通，更已证明，这里是城
市发展的方向，接轨国际化发展。

根据《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5
年修订）》，海曙片区整体功能定位为“甬城新门户、经济
新引擎、宜居新水乡”。在这样的发展大势下，海曙将形
成新兴的生态居住区。它与国际大都市的CED（中央生
态居住区）有着众多相似之处，如纽约中央公园周边住
区，定义全球人居典范。在宁波，海曙生态居住区的出
现，将是宁波迈向大都市的关键一步。

坐而论道 海曙生态居住区跃然纸上
宁波都市报系地产工作室主任 叶巍俊

从宁波源起到发展至今，海曙在宁波的城市发展中，
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海曙即将迎来新的都
市化发展，这也是今天“千年海曙，重起风华”海曙生态居
住区论坛要重点探讨的话题。

三位论道嘉宾不妨从以下五个话题，展开分析和讨
论：首先，今年的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宁波“要积
极争创国家中心城市，以更高的标准、更大的气魄、更高
的品位，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都市”，那么，在城市
的进一步发展中，哪一板块将成为继东部新城后，未来5
年宁波的发展热土？

第二，海曙不仅有着现代化繁华，更有着其他区域难
以比拟的深厚文化底蕴，如中山路历史、西塘河风情等，
在海曙土地扩展约20倍，城市功能更丰富的今天，它们
又将起到怎样的作用？第三，宁波地铁一号线已经开通，
成为城市东西走向的重要骨干线，将海曙西城、海曙老
城、三江口及东部新城等宁波重点发展区域连接起来，它
对未来海曙片区的发展，将起到怎样的影响？

第四，海曙属于宁波中心区块，文化底蕴深厚、生态
环境优渥、商业繁华、地铁贯通，是宁波不可或缺的现代
化市区。它和国际大都市的CED（中央生态居住区）有
着众多相似之处。未来，海曙是否会朝着CED发展，又
会有着怎样的价值？第五，作为开发商代表，宁波万科对
于新海曙的发展思考和海曙生态居住区的打造有着怎样
的愿景？

海曙生态居住区起步虽晚 潜力无限
全经联宁波地产创新俱乐部会长 缪百年

行政区划的调整，对海曙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从老
海曙原来的“寸土寸金”，到拥有高桥、集士港一带的广袤
腹地，无论是地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而
这其中最受益的板块，或许就是高桥，它相对于高新区、
东部新城、湾头板块等起步虽晚，但潜力无限。

任何一个区域要走向成熟，必须交通先行。高桥便
捷的交通优势已经非常突出，尤其是在中山路打通之后，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得益于轨道交通一号线的落
成，从高桥到东部新城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只需半个小
时。其次，是充足的土地储备，小范围的区域难以称之为

“板块”，以当年的鄞州中心区为例，东湖花园、格兰云天、
华泰剑桥三个体量较大、品质过硬的项目建构起了区域
内的高端居住氛围，目前，万科、绿地、银亿等多家有眼光
的房企已经进驻高桥，沿线楼盘大面积开发建设，随着高
端楼盘的相继出现，居住环境也将越来越好。第三，是生
态环境建设，大海曙历来河网密布，西塘河的改造正如火
如荼，加之未来广德湖的规划推进以及一系列可预期的
政府规划落地，让人们对于这里的发展充满期待。第四，
是商业配套，这一点无需过分担忧，相信迎来全新发展契

机的大海曙能够不断吸引高品质、高规格的商业开发企
业寻求拓展的眼光。

海曙将以生态和文化兴起一座“未来之城”
宁波市规划设计院研究所所长 赵国裕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时近30载，也引起了由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反映在城市产业上，就是经济转型。世界上凡是
有风景、有文化且交通便捷的地方都发展了新兴经济，这
一点恰好与海曙吻合。文化上，海曙是千年之城，宁波的
发源地就在鄞江；生态上，背靠绵延200平方公里的四明
山区，历史上的广德湖曾是东钱湖的两倍大，真正三面迎
山一面城；交通上，这里是一个集轨道交通、机场于一体的
交通枢纽，通往上海、台州、义乌等周边城市也必经海曙。
宁波号称“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近年来人口下降、产业
外移，正需要一个以生态和文化兴起的未来之城。

海曙区的地域面积从原来29.4平方公里，扩大到了
595.5平方公里，转眼扩张了将近20倍。随着宁波建设
国际港口名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理念的提出，城市发展
依托中山路为主轴，而这条轴线向西挺近后也成为房地
产开发的优质地段。从宁波土地利用规划图中不难发
现，近年来老海曙范围鲜有土地供应，以高桥为主的城西
片区土地供应量仍非常可观，而目前的房地产开发势头
或新兴板块的成长也并非以建筑引导城市生长，而是以
景观生态引导城市生长。房产开发公司重在营造一种宜
居的生活氛围和生活方式，以万科•望庐为代表的一批
新项目正在让这样的生态景观格局和人居面貌从蓝图变
为现实。

抓住海曙向西发展风口 助力生态健康生活
宁波万科营销总监 丁宁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新宁波人，有句老话“宁要浦西一张
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放在宁波人身上同样适用，很多老宁
波人对海曙有着浓厚的居住情结。此次行政区划的调整，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百姓情感的一种尊重。老海曙本身
腹地较小，居住环境和密度相对繁杂，调整扩张之后，明晰
了未来发展的纵深，也逐渐明确了行政区块的分工。

如果说，前五年宁波人抓住了东部新城的发展机
遇，那么未来五年的风口，大概率会是行政区划调整
后，向西发展的历史机遇。土地供应的方向代表着城
市发展的机会在哪里，代表着未来人口导入、更高能级
的配套在哪里。城市发展的方向也与道路发展联通在
一起，尤其是以中山路为代表的路网体系延伸，通达到
了万科•望庐所在的低密度、生态型、复合型的住区，
让海曙老城区得以完成商贸、文旅配套、历史积淀和梳
理，让更多的居住功能逐步转移到更为生态的居住环
境中去，这也是万科•望庐所在片区抓住海曙往西发
展的风口，并持续看好这里的初衷。

宁波是一座改善型的城市，宁波万科也并不是只提
供空间、房子的开发商，而是把自己定义为城市配套服务
商，随着宁波这座城市共同成长。万科·望庐有着非常好
的自然开发条件，在项目规划上设置低密洋房，布局中庭
景观和儿童活动区，给业主一个零距离的生态健康生
活。另外，万科也有商业、教育类型的各项服务，将在整
个大海曙发展中给予更多家庭成员全生命周期的关怀和
支持。

千年海曙 重起风华
海曙生态居住区论坛风雅开讲

5月4日，一场主题为“千年海曙，重起风华”暨海曙生态居住区论坛的活动，在黄宗羲先生讲学过的旧居味芹堂盛大举行。全经

联宁波地产创新俱乐部会长缪百年，宁波市规划设计院研究所所长赵国裕，宁波都市报系地产工作室主任、宁波都市传媒有限月公

司副总经理叶巍俊，宁波万科营销总监丁宁等嘉宾参与，数十家媒体记者，共襄本次盛会，共论海曙发展之道。

本次论坛就海曙生态居住区的发展前景达成了共识，对即将面世的万科•望庐更寄予了高度期待。 记者 鲍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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