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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规划》范围主要为
宁波市区现行城市规划确定的
市六区城市建设用地范围，总用
地面积约800平方公里。凡在
本《规划》范围内编制地名分区
规划，确定道路、桥梁、住宅区、
建筑物（群）、广场、各类自然地
理实体和其他大型构筑物名称
等相关活动及事项时，均应执行
本《规划》。

《规划》对市中心城区的高
速公路、快速路、道路、跨江桥
梁、轨道站点等进行了逐一命
名。《规划》以城市总体规划的功
能分区为框架，结合行政管理、
建设用地情况和自然地形，将范
围划分为16个地名主分区和
30个地名亚区块。

16个主分区分别为：海曙
北片、海曙南片、鄞州南片、鄞州
北片、东部新城及新材料科技城
片、东钱湖片、鄞州东片、江北中
心区片、江北西片区、镇海北区、

江北北部及骆驼片、镇海庄市
片、镇海老城及小港片、北仑中
心区片、南部滨海片、奉化中心
区片。

不同的区块，有不同的地名
规划导则。

如海曙老城区，要重点保护
传统地名文化和优化调整局部
的地名。望京路、长春路以东区
块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
组成部分，自唐代以来，一直是
宁波地区的州治、府治所在地，
文化沉淀深厚，应该最大限度保
护、发掘和恢复传统地名，建立
纪念性地名标志，以传承和延续
历史文脉，充分反映宁波悠久历
史。

如东部新城及新材料科技城
片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
于宁波来说这是新城区，其地名
规划导则要求保留和延续原有
花木主题，新增反映现代科技、
教育创新等主题的相关地名。

16个主分区、30个亚区块
地名规划也“新老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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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别墅、山庄、花园、公寓……公寓……

究竟该叫啥名，还得对号入座
宁波绘就未来15年地名蓝图，起名不能任性了

“如果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代号，那么这个城市的生命密码就在其中；如果你崇拜这个地方的文化，这个

地名就是尊称；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这个地名就是一个深深的爱名……”祖籍宁波的作家冯骥才曾说过

这样一段话，打动了不少人。

地名，不仅让我们看见久远的过去，也同样能穿越时空照见未来。日前，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宁波市

城市地名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已在征集意见中，计划今年底前由市政府审议出台。

针对各大楼盘、住宅小区“花
名”满天飞的情况，《规划》明确提出
了“名实相符原则”，即通名词语应
与实体的类别、地理位置、规格、规
模、景观等相适应；不同类别的实体
通名不应串通混用。

在住宅区通名中，通名不得缺
失。通名应置于其专名之后，专名
与通名的位置不应倒置或夹于专名
语词之中，通名不得重叠使用，
如 ××广场花园、××花园大
厦、××广场大厦等，均属通名重叠
现象，应予避免。

通名的使用必须名实相符。通
名应能反映所指实体的一定属性，
与建筑物（群）的性质、功能、规模等
实际相符，如“园”“苑”所指的实体
应有较高的绿地比率；“山庄”应临
山；“广场”应有一定面积的集中空
地。

具体而言，占地在6公顷以上
（含 6 公顷），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住宅区，通名
可用“小区”。占地在6公顷以下的
住宅区，通名宜用“苑”“里”“坊”

“园”“院”“村”“庄”等。
“别墅”“山庄”“花园”和“公寓”

作通名的住宅区，应符合一定的要
求。别墅，是指拥有花园的园林式
低层高级住宅区，绿地率不低于
50%；山庄，指依山而建、环境优雅
的低层高级住宅区，不是依山而建
的，一般不能称山庄；花园，指有较
多人工景点和绿地的住宅区，绿地
率不低于40%，其中集中的绿地面
积不得少于2000平方米。公寓，是
指公共设施齐全、服务较好的高层

住宅楼或占地范围较小的住宅楼
群。

住宅区、建筑物（群）的专名采
词，宁波市六区范围内不得重名、同
音。专名的字数一般应限定在4个
字以内，宜简洁准确。

对于建筑物（群），商业、商务办
公为主体功能的建筑可采用“大厦”

“大楼”“商厦”“楼”作通名。但一般
来说，大厦是指15层及以上（不包
括地下室）或建筑面积在1.5万平
方米以上的商用楼宇建筑；达不到
大厦标准，但相对周围环境显得十
分突出醒目，具有标志性作用的较
高层商用楼宇建筑，可用“大楼”作
通名；以商贸为主或低层为商场、高
层为办公用房的高层建筑物，可用

“商厦”作通名；以商业、商务办公为
主体的楼宇建筑，可用“楼”作通名。

对于商业、商务办公为主体功
能的建筑群，可采用“中心”“广场”

“城”作通名。能被命名“中心”，要
求占地面积在1公顷以上或建筑面
积在8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群。一
般城市中供市民休闲的具有一定规
模的公共场地，占地面积1.5公顷
以上或建筑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
上，具有3000平方米以上整块公共
场地的可命名为“广场”。占地面积
在10公顷以上，封闭式或半封闭式
的大型商贸建筑物群，可用“城”作
通名。用“城”作通名时，通名前可
冠以功能性词语，如××商城、××
美食城、××建材城等。

同时，《规划》指出，“中心”“广
场”“城”须从严控制。地名的有偿
冠名，更不提倡。

此外，《规划》设置了地名文化
保护规划专章。确立了保护目标、
原则、策略和思路，建立地名文化遗
产保护规划指引，构建启动保护行
动、加强地名遗产研究、搭建地名文
化遗产保护平台、推进地名文化信
息化工程等8个保护行动措施。

《规划》还建立了地名专名采
词库和禁限用词机制。规划中按
照地名专名不同类别，建立了宁波
古地名类、山水类、堰坝碶闸桥梁
类、藏书文化类、先贤英烈近代名
人类、祈愿希冀类和诗词歌赋类7
大类别词库。同时，在日常地名信
息管理系统中，建立了相近或相似
的地名专名采词不超过3个的限
制采词机制。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除
了绘制未来15年规划蓝图，接下来
宁波的地名管理还将出现不少新变

化。比如，对标数字化改革，整合民
政、公安、政法、资规、住建等多部门
地名地址信息资源，牵头开展宁波市
标准地名地址“一址通”项目建设，为
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唯一
权威的地名地址标准化服务。相关部
门和区县（市）将建立线上、线下多渠
道地名信息查询机制，方便公众按需
查询地名综合信息。 记者 滕华

编后：地名，对中国人来说，是
一缕乡愁、一个文化符号、一段故事
记忆。都说“地名背后是家乡”，在
宁波，哪些地名让您印象深刻，有着
别样情感？哪些地名您觉得特别有
意思，又或是哪些地名还不够规
范？还有什么办法让地名能去芜存
菁，留住文化根脉……请致电或微
信：17858513411，我们期待您的分
享和诉说。

建立7大类别词库
未来可享更多数字化地名服务

要名实相符
起名也不可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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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号召，防控就是责任。兴业
银行宁波分行坚决贯彻落实浙江省政府
关于疫情防控“从严从紧从快”的最新指
示要求，压紧压实防疫责任，多措并举科
学防控，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为
客户营造安全稳健的金融服务环境，切实
保障员工及客户生命健康安全。

加强管理，筑起网点抗疫防线。该
行各网点常态化严格执行人员登记、佩
戴口罩、扫码测温、健康码核实、保持安
全距离等规定；加大对网点环境及各种
机具的消毒频率，确保营业、办公区域全
面消杀无死角，干净整洁，同时时刻保持
室内通风，空气流通；对每日收付现金实
施消杀，切实做到卫生消毒无死角，保障
客户用钞安全；科学引导客户通过手机
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办理业务，避
免集聚风险。

科学防疫，确保员工生命安全。该行
主动联系医疗机构上门开展核酸检测，组
织员工进行疫苗接种，辖内员工核酸检测
覆盖率达 100%，已接种人员占比达
81.6%；充分保障防疫物资供给，为员工发
放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实行全
员行动轨迹摸排和外出报备制度，建立密
切监测机制，确保不漏一人，不疏一例；推
行线上会议沟通和线上活动交流机制，有
效降低传播和感染风险。

当前，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兴业
银行宁波分行思想上高度重视，措施上
执行有力，坚决打好疫情防控“保卫战”，
筑牢防疫堡垒，确保员工及客户生命健
康安全，继续为客户提供安全、舒适、有
温度的金融服务，兴业银行宁波分行防
疫工作负责人表示。

袁晶晶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多措并举筑牢防疫堡垒

《规划》对道路、跨江桥梁等进行了逐一命名。图为三官堂大桥。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