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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1日，海曙区交通运输
局发布消息，在今年5月完成市发
改立项后，228国道海曙段工程
（通途路—鄞县大道）可行性研究
报告近日通过审查，这标志着228
国道海曙段进入实质性推进阶
段。

228国道海曙段起于江北连
接线，以跨江大桥形式往南跨过
姚江后进入海曙，依次经高桥镇、
集士港镇、横街镇、古林镇、洞桥
镇一路往南接顺奉化西环线北
延，全长26.7公里，双向六车道，

总投资100亿元。该工程将分两
期进行建设，建设总工期约48个
月，其中一期先行工程为姆岭山
隧道工程，目前正在进行项目选
址公示。

根据海曙区“十四五”综合交
通规划，228国道是海曙整个区域
的中轴线，将成为海曙沟通江北、
奉化的大动脉。它的建成将实现
目前十分繁忙的机场高架车辆分
流，极大缓解绕城以内宁波城区
内部的交通压力。同时，从区位
上看，这条道路还将连接未来的

宁波西枢纽，成为一条重要的通
道。

海曙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加快228国道海曙段工
程建设是落实我市加大力度抓项
目、促投资的有效举措，也是深入
贯彻落实全市“五问五破、五比五
先”作风建设专项行动要求的具
体体现，项目的开工建设将助力
海曙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为
宁波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贡献“海曙交通力量”。

记者 范洪 通讯员 施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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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超出500基础分的信用积
分，月底可在诚信积分超市兑换相
应的物品；每年根据每户家庭的居
民信用积分情况，开展相关评选活
动，设置实物和服务类奖品……在
江北区洪塘街道孙家丽园小区，社
区居民综合诚信指数评价体系的发
布，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将居民诚信建设与创新社区治
理有机结合，倡导广大居民积极参与
诚信建设和精致社区建设，营造人人
诚信、家家诚信的浓厚氛围。”洪塘街
道江畔社区党委书记洪波介绍，社区
居民诚信体系建设与社区治理实际
紧密结合，强化信用赋能，由“社区环
境治理”“社区和谐稳定”“民生事业
建设”“遵纪守法公约”“居民文明生
活”五个维度构成，据此分列28个细
项指标，设立加扣分项，并赋予不同
分值，居民可根据积分情况选择兑换
方式及相应奖励。

这仅是我市在信用建设方面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宁波大力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城市
治理水平、优化营商环境。2021

年，宁波成功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示范区，宁波市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荣获全国“信用示范平台网
站”称号，城市信用综合排名稳居全
国前列。

信用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基石。据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宁波市社会信用条例》列入
2022年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审议项
目。

为进一步牢筑信用建设基础
桩，我市还全面建设完成公共信用
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归集、查询、共
享、异议、修复等“一站式”服务；编
制宁波市公共信用信息补充目录，
涉及市县两级104家单位1000余
项信用事项，累计归集信用信息近
12亿条，为1100万自然人、132万
法人和个体工商户建立公共信用档
案，实现信用主体全覆盖。

利用数字化改革，提升信用服
务。通过开通信用查询、异议、修复

“线上办、掌上办”，实现信用服务
“零次跑”，累计提供信用服务2114
万次。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陈冰曲

每月的信用积分 都能在超市换商品
我市多措并举，筑牢社会信用根基

8月12日上午，在鄞州区傅家耷
河，清澈的水流从补水点管道中涌
出。“这条管道里流出的就是再生水，
主要用于补充横河、傅家耷河、长丰
河、庙西河及周边内河的水系。”宁波
市水务环境集团长丰净化水厂厂长金
城增告诉记者，7月底厂区生态补水
扩建工程顺利完工，目前生态补水能
力从6.4万吨/日提升至16万吨/日。

涓涓清水沿着河道一路流淌而
下，补水点不远处，记者看到两岸草木
郁郁葱葱，水生植物绿意盎然，河水清
澈见底，游鱼历历在目。

“污水在净化水厂经过几十道工
序处理，最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的城
市‘第二水源’，可以被再生利用，将其
重新排放到城市内河后，能让河道水
质达到一个‘近自然水’的状态。”金城
增告诉记者。

据了解，宁波再生水作为生态补
水的处理工艺现已很成熟，出水水质
优于浙江省地方标准、国家环境用水
标准，肉眼看着和自来水一样清澈透
明。

据统计，长丰净化水厂每天 16
万吨再生水生态补水至傅家耷河，一
年能节省5800多万吨水资源，基本上
半年的补充量就能达到一个东钱湖的
水量。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管贻君

16万吨/日再生水
让河道“活”起来！
半年可“省”下一个东钱湖

家住海曙区中山雅园的张女士
下班后，开着私家车进入宁波市农村
农业局渔业互保大厦的停车场，那里
有她专属的共享停车位；镇海招宝山
街道银桂小区居民夏女士下班回家，
将自己的爱车停进了镇海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的院子……

“空间共享、挖潜扩容是化解小
区周边停车难的可行路径。”市治堵
办工作人员介绍，自推广停车位错时
共享以来，不少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
响应。这些单位根据自身停车条件
和实际情况，或者是与周边小区符合
条件的居民签订协议，或者采取停车
登记、先到先得的方式，“虽然开放停
车位的细节方面有所差别，但都有效
盘活了停车资源。”

同时，为进一步缓解停车难，我
市今年计划主城区建成停车位2万
个，含公共停车位5000个，完成老旧
小区停车位改造2000余个，积极推
进停车位错时共享等多元供给方式，
并通过完善公共停车位信息化管理、
推行差异化停车收费政策等措施，科
学优化、管理现有停车资源。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汤林 祝巧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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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新建停车位
错时共享停车位

宁波为缓解停车难
打出“连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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