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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三年的环境整治，宁波小
城镇迎来蝶变新生。下一步进行
的“美丽城镇”建设，将开启小城镇
建设的崭新篇章。为聚焦小城镇
整治成功经验，把脉“美丽城镇”建
设，由本报和宁波市城市科学研究
会、宁波市住建局联合举办的
2019年度第三期“宁波城市建设”
主题沙龙在庄桥街道召开。

宁波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史济权说：“三年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一个个洁美小镇、活力小
镇、风情小镇脱颖而出，这些成果来之
不易，整治中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
验，我们这次沙龙主要是聚焦整治经
验，为下一步‘美丽城镇’建设把脉。”

今年8月，宁波市小城镇整治办
向市民公布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答卷”：通过三年行动，全市112个乡
镇全部通过省里的考核验收，其中67
个小城镇入榜省市级样板城镇。

宁波市住建局村镇建设处处长王
勇表示，过去三年的小城镇整治，宁波
开展了环境卫生整治、“道乱占”“车乱
开”“房乱建”“线乱拉”整治等一系列
专项行动，基本消除了环境“脏乱差”
现象，全市实现了市级卫生乡镇全覆
盖，新增省级卫生乡镇46个，一大批
乡镇正在创建国家级卫生乡镇。

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我市
新建改造了一大批基础设施：新建改
造垃圾中转站187个，新建改造农贸
市场154个，新建改造雨污管网3029
公里，新建改造公园105万平方米，新
建改造街头广场265个，新增公园绿
地167万平方米、绿道620公里，新建
停车场600余处，新辟停车位5.9万
个。

随着乡容镇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老百姓也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从环境整治到“美丽城镇”

宁波小城镇“向美而生”

奉化区萧王庙街道山水风光秀丽，境内有非物质文化遗产50项、文物100
多处。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萧王庙街道重点突出对“山、水、城、庙、
宅”等古韵风情的传承和彰显，对古村进行“修旧如旧”改造，打造出具有萧王庙
特色的魅力风情古镇。

“在古村保护中，我们为古建筑量身定制了修缮方案，至今已修缮古建筑5
万平方米。”萧王庙街道城建办主任李旦说，比如青云村，此前95%以上的村民
搬出老屋，且有20%的老屋处于倒塌状态，亟待拯救。

小城镇环境整治中，萧王庙街道对老屋进行翻修，恢复原貌。“让我们感动
的是，村民从中意识到了保护老屋、祖产的意义，纷纷主动要求提早安排维修，
也有户主出资帮助经济困难住户垫付部分修缮资金。”李旦说。

“洪塘作为典型的涉农街道，最显著的特点是城乡结合、山水交融，不仅要
承接城市功能的辐射，还要做好对乡村的服务带动。”江北区洪塘街道办事处主
任朱宏飞说。

三四年前，洪塘街道的“台湾工业园区”是一个“低散乱”集聚、环境面貌落后
的地方。为了让旧厂房重新焕发活力，洪塘街道淘汰、提升落后产能300余家，

“抢出”了15万平方米的崭新空间，“洪塘湾”应运而生。
“‘洪塘湾’以8000万元环境改造资金撬动了10亿元的社会资本，以4万

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撬动了老镇区周边20余万平方米低效空间自主改造，
形成了多样化的转型升级模式，目前共引入双创、研发类园区14个，各类企业
450多家。”朱宏飞说。

据悉，“洪塘湾”引进的华工赛百是全国智能制造服务业领军企业，该企业
目前已是洪塘“数字经济”的发展标杆；前不久签约的安恒信息是国内网络信息
安全行业龙头企业，可推动洪塘传统优势产业的数字化提升；太中工匠理想谷，
将打造环境应用电器的一站式工业设计研发平台；宁波时尚文化双创中心，填
补了宁波本土服装企业品牌设计领域的空白；设计师孵化中心，是洪塘吸引社
会资本投资700万元打造的综合性设计产业生态集聚区，汇集20余家创意设
计类企业……

在“洪塘湾”的带动下，辖区百余名农民实现创业就业，洪塘村、赵家村村民
今年人均收入预计可达4万元，同比增长近30%；村集体物业租金从8元/平方
米涨到20元/平方米，产业赋能让洪塘街道的城镇面貌更新、村民更富。

洪塘街道：产业赋能让城镇面貌更新、村民更富

庄桥街道：以人民为中心，打造美丽家园

江北区庄桥街道在小城镇环境整治中坚持问计于民，解决民生难题。“在整
治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拆、建、整、管、引’五个字，重点做
好拆违、治水剿劣、环境改善、民生实事等方面工作，为群众打造和谐舒适的美丽
家园。”庄桥街道办事处主任步捷说。

为解决流动摊贩问题，庄桥街道将电器维修、衣服修补等10多个项目集中
起来，建立“巧手驿站”，该创新举措还被央视报道；针对老菜场设施陈旧、百姓
购物不便等问题，街道投资约4000万元，重建农贸市场，新增摊位50%，较好
地满足了周边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通过庄桥河的整治，解决了河水污染问题，
对周边企业、住宅小区全面实施“雨污分流”，实现污水零直排全覆盖……

通过拆除违建和淘汰“低小散”，庄桥街道加快新兴产业导入，着重布局群
众参与感强的文创产业，创意1956园区是目前全市最大的庭院式文创园区，已
入驻60余家文创类企业；引进横店影视城IP授权的八瓦IP梦工场，吸引来自
德国、挪威、芬兰等一流设计师入驻园区；以原庄桥大会堂共5000多平方米建
筑与宁波财经学院合作，一期已建成校外实训基地和宁波当代青瓷艺术研究
院，目前沐青轩青瓷体验基地已对外开放，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

“下一步，我们将对标‘美丽城镇’建设相关要求，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缩小
与新城的差距。同时把产业导入作为第一抓手，重点布局文创和科创产业，激
发小城镇发展的内生动能，实现融合发展。”步捷说。

东吴镇：打造1.5公里天童老街，留住乡愁

鄞州区东吴镇作为我市唯一的省级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双样板”镇，在小
城镇整治中重点围绕老街，打造出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乡愁小镇。

“小城镇改造中，我们坚持‘就地取材、修旧如旧’原则，挖掘‘东乡十八街’
的文化底蕴，重点打造全长1.5公里的天童老街，通过提取老街特色元素，展现
老街传统风貌。”东吴镇相关负责人说。

在最大限度还原老街清代木结构房屋风貌的基础上，东吴镇在老街主入口
打造了一组“年代墙”，集中展示天童唐宋石刻、砖瓦以及清代门窗等历史印记，
就地还原双和故居、知青楼等建筑风貌，使老街既有功能配套，又有年代记忆。

为了让乡愁变得更加美丽，东吴镇加强对“散乱污”的整治和拆后利用。在
临水库边150亩矿山废弃地块，植入天童寺作为“海丝文化”活化石的文化元
素，改造成“海丝”公园，也为群众增加了休闲健身的绿地；沿云水潭旁20亩“低
散乱”厂房全部征收，改造成极具特色的太白湖文化广场暨天童文创集市，为下
一步产业发展打下基础；整治“低散乱”加工厂和长期废弃的原天童水厂，进行
修缮改建，分别打造成天童木作研习社和镴器研习社，使流传千年的技艺文化
得到延续。

萧王庙街道：打造魅力风情古镇

三年小城镇建设
112个小城镇迎来蝶变

通过三年整治，我市初步解决
了小城镇环境“脏乱差”问题。那
么，下一步，宁波将如何开展“美丽
城镇”建设？

“近期我们将抓紧制定形成
《宁波市高水平推进美丽城镇建设
实施意见》（送审稿）；邀请小城镇
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营、策
划、产业、金融、智慧等领域企业和
专家参与，组建‘美丽城镇’建设高
端智库，为乡镇提供全周期、全领
域服务。”王勇说。

“下一步‘美丽城镇’建设，首
先应继续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既要为老百姓服务，也要让老百姓
参与到‘美丽城镇’建设过程，通过
小城镇品质建设，高质量配置公共
设施和基础设施，真正让老百姓感
受到小城镇发展带来的安全感、获
得感和品质感，最终让老百姓享受
小城镇发展带来的红利。”宁波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能恭说，

“同时，‘美丽城镇’建设要进一步
挖掘小城镇的自身特点，通过产业
提升、文化传承等，让小城镇拥有
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不仅
为我市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优良
的环境基础和公共服务，还能够通
过对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存量房
产的整治盘活，为各种乡村旅游新
业态提供发展空间，注入新活力。”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资源开发
处处长鲁敏说，“希望在接下来的

‘美丽城镇’建设中，能够进一步强
化文旅融合和镇景融合。一是积
极推进城镇景区化工作，把‘美丽
城镇’建成A级景区城、景区镇；二
是推进基础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
设施的共建共享，比如小镇客厅与
游客中心无缝衔接；三是探索旅游
经营企业对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
和管理，实现长效机制。”

记者 周科娜

专家建议：
应进一步强化
文旅融合和镇景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