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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
员 张翔 顾东栋 文/摄） 也许
只是不经意的一瞥，却能发现城
市在不断变美。中心城区地标之
一的天封公园，日前完成了改造
提升。

昨天上午，记者在天封公园
看到，不少市民正趁着春暖花开
来此观景拍照。邵先生是旅居上
海的宁波人，他说：“四年前我来
过天封公园，感觉有点老化破
旧。四年后再见，真是眼前一亮，

建成后的望京门遗址公园，将基于明州罗城城墙
遗址的主题特色，融合城市公园功能性，结合遗址展示
廊、公交场站、轨道站点等公共服务设施，设置广场、景
墙、座椅及绿化空间，打造功能复合、有历史文化底蕴
的开放空间。

此外，将对遗址公园的东侧效实巷及北侧中宪巷
进行道路整治。效实巷道路红线宽度约9米，长度约
140米；中宪巷道路红线宽度约16米，长度约100米。

同时，还将建造约2000平方米的公交场站。
记者 周科娜

宁波又将多一个
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开放空间

望京门遗址公园
有新消息了

古代宁波城，共有六座城门，分别为永丰门、
望京门、长春门、灵桥门、东渡门、和义门。其中，
望京门被称为宁波西门，位于现在的望京路和中
山西路交叉处，至今该地仍被称为西门口。该城
门设有一水关，使月湖与西塘河连通。

近日，市发改委公布了《关于同意宁波市望京
门遗址公园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作为
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载体之一，望京门遗址
公园在不久的将来，将与市民见面。

望京门遗址公园在哪里？

历史上，有许多官员包括从京城来的官船经由西
塘河从西门进入宁波城。宁波位于东南沿海，此门朝
着西北的京都方向，所以被称为望京门。望京门还有
另一个来历，据传晚清时，吏部右侍郎张家骧返乡，造
了一座“望京桥”而更城门之名，意为遥望京城不忘皇
恩。

明州罗城城墙遗址（望京门段）集中且真实反映了
宁波自唐末始建罗城以来一千多年的城市发展脉络，
是宁波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之一，为宁波乃至我
国东南沿海州府城墙建筑史、城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
宝贵案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科学和展示价值。

市发改委的复函中指出，望京门遗址公园工程的
建设对于保护和传承宁波历史文化，促进文化、旅游及
经济发展，提升宁波城市形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望京门遗址公园工程位于海曙区鼓楼地段，望京路
和中山西路交叉口东北角，用地面积约1.2公顷。实施范
围西至望京路，南至中山西路，北至中宪巷，东至效实巷。

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明州罗城城墙遗址（望
京门段）的保护与展示、遗址公园公共景观、公交首末
站、轨道接驳及周边配套道路整治工程。

遗址如何保护与展示？

该复函明确，对遗址进行原址保护，在已揭露的80
米城墙遗址中选取中间段20-30米进行揭露展示，其
余部分回填模拟展示。

在遗址本体上方构建半封闭式展示馆，展示馆长
63米，宽30米，面积约1800平方米，同时增设展示廊。

该复函还明确了建设施工时对遗址的保护要求。
为最少限度破坏城墙遗址样貌，桩基工程拟采用干取
土钻孔灌注桩，以防泥浆溢流遗址；同时采用东西两侧
桩基与基础承重体系，确保地下遗址的南北向完整与
连续，以防损毁遗址。

为保护遗址，对地下水位进行严格的智能机械控
制，在下沉式广场设置排水泵站，在遗址四周设置周边
式的水位控制系统。

展示馆采用空气湿度控制系统，以保持常年在合理
的空气湿度范围内；为防止雾霾及沙尘颗粒涌入馆内造
成灰尘污染，室外空气经过机械过滤方式送入室内。

公园建成后是啥样？

天封公园颜值提升
新增不少时令花草，显得更加时尚

焕然一新。”
天封公园始建于上世纪80

年代，北邻城隍庙商业步行街，
西邻开明街，南邻大沙泥街。虽
然拥有宁波知名的旅游景点天
封塔，但已过“而立之年”的天封
公园景观设施相对陈旧落后，园
内植物老化，整体形象略显破
败。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去
年12月1日起实施天封公园景
观提升工程，施工总面积4214
平方米，其中天封塔占地面积
254平方米。

“眼前的天封公园显得更加
时尚、更加开放。”海曙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绿化工程总负责人孙
立军表示，改造提升后的天封公
园在继续保持原有风格的同时，
新增了2个休闲平台区域，为市
民提供休闲场所；在休闲平台北
侧增加了两道特色景观墙；对园
内六角亭进行了加固修缮；园内
步行道路采用原有的冰梅纹老
石板及花岗岩进行铺设，道路两
侧安装了重新设计后的石材坐
凳；对原有公厕进行了维修，外
墙进行了墙体彩绘；天封塔的东
西两侧各增一块绿地。此外，原
先的公园绿化都是以绿色为主，
改造提升后在公园显眼处增加
了四季时令花草，增加了亮度和
色彩。

《宁郡地舆图》中的望京门（红圈部分）。现保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宁郡地
舆图》，是迄今发现的最早且最为详尽的宁波（鄞县）城厢地图，约绘于道光年间。

改造后的天封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