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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享花园、健身步道、景观小品……

曾经的“边角料”
如今成
“时光运动带”

■十年晒幸福 最美复刻照

宁波晚报发起“十年晒幸福 最美复刻照”征集活动。10年前，您可能拿起相机记录过社区（村）某个角落的风
景；现在，我们请您在同一地点再拍摄一张照片，由此反映10年间身边的点滴变化，并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征集
活动将持续至10月中旬，如果您的照片在接下来的投票中入选首批“最美复刻照”，我们将送您一场盛大的摄影展。

咨询热线：87777777；投稿邮箱：nbwbsqzx@163.com。

最美复刻照 邀您来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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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生活垃圾分类
迈入3.0智治赋能时代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今年
第二季度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评估情况通报，宁波市继续位列大城市
中第一档第二名。

今年第二季度，随着我市垃圾分类
“四色榜单”等源头监管的持续发力，
“两点一房”（垃圾投放点、归集点、垃圾
房）规范化提升改造工作的持续推进，
以及生活垃圾全过程数字化监管的持
续完善，在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和运输
上取得明显成效，得分获得较大提升。

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加大对源头分
类投放设施设备及分类质量的检查监
督，对垃圾桶脏、桶破、混投、垃圾包等
问题开展持续巡查，通过“四色榜单”
等方式对源头分类较差的街道、社区、
物业进行社会面通报，并结合市、区级
媒体力量对源头分类问题进行曝光，
前两季度共通报红榜街道（乡镇）10
个，曝光问题800余起，通过社会监督，
有效促进我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提质
增效。

第二季度也是我市“两点一房”规
范化提升改造工作推进加快的阶段，作
为我市今年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之
一，投放点、归集点、垃圾房的改造提
升，干净整洁的垃圾房与小区生活居住
氛围进行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居民参
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除臭器、洗手池
等配套设施的安装，提高了居民分类投
放的满意感；摄像头等电子设备的配
备，增强了源头溯源的准确性，这些都
对我市源头分类准确度提升起到极大
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市生活垃圾分类监管服务
信息系统各类功能的不断完善，各项监
管数据及视频的陆续接入，我市垃圾分
类的数字监管能力正在不断增强。目
前，针对源头分类的各项通报督办已实
现线上办理，各类问题采集全部实现数
字化流转，极大提高了各类问题督办整
改的速度，提高了实效性。截至目前，
累计开展数字化督查2700余次，闭环
整改各类垃圾分类问题5800余件。

宁波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已正式迈
入3.0智治赋能时代，全品类生活垃圾
分类回收箱、全市垃圾分类监管服务信
息系统、更先进的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
……宁波垃圾分类将在全面完善的基
础上，在智慧化、便民化的方向不断探
索和创新。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范奕齐 吴秉承 文/摄

去年10月，改造开始，沿河栏
杆全部换新，绿化在保留大树的
原则下升级，新增了休息的凳子、
鹅卵石小路……今年9月底，基本
完成了硬件部分的改造，随后又
增加了景观小品。10月初，这条

“邻里畔时光运动带”正式投用。
步道上有共享花园、健身步道，还
有5个年代景观小品按时间排列，
上面有年代流行元素，向居民呈
现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每10年
间的发展和变化。

如今，老年人早晚可以在这
里锻炼健身，小孩子可以在这里
嬉戏玩耍，年轻人也可以在这里
闲聊放松。这里不仅成了居民的
休闲地，也成了社区文化的集结
地。国庆期间，在这条休闲步道
上，社区还举办了一场时装秀。
来自太古城的居民与四明中学的
学生，身穿不同年代的服装，伴随
着时代经典歌曲，迈着优雅的步
伐，沿着步道缓缓走来，随后停留
在时光长廊的每一个时间节点小

品旁，这些身影成为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也让居民更加了解时代
的变迁。

“今后，太古城社区还将在休
闲步道上进一步打造居民喜闻乐
见的共享花园，培育居民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微治理能力，在居
民享受一步一景的同时，让‘邻里
畔时光运动带’成为维系邻里关
系的纽带。”太古城社区党委书记
王蓓说。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陆婧楠 王林波

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碳中和”小屋。

《宁波晚报》发起的“十年晒幸
福 最美复刻照”征集活动火了！读
者纷纷对比老照片，拍回了蝶变后的
新照片。这几天，家住鄞州区东柳街
道太古城社区的李女士发来了几张
小区改造后的照片。她说，以前沿河
的小路全是杂草，现在完全变了样。

共享花园、健身步道、有年代感
的景观小品……李女士发来的照片
上的场景位于东柳街道太古城社区，
这个新改造的“邻里畔时光运动带”
已成为社区居民最新打卡的地方。

曾是卫生死角，护栏破损严重

太古城小区建成已25年了，
一条闻江河穿小区而过，河岸长
度约300米，由于缺少维护，河边
护栏破损严重，两旁杂草丛生，中
间只有70厘米-80厘米的小道容
居民通行。一到夏天，这里经常
有蛇虫鼠蚁出没，成了小区的卫
生死角。社区一直在找解决方
法，但由于面积大、路径长、情况
复杂，治理难度较大。

去年，太古城小区开启老旧
小区改造，社区第一时间牵头，希

望趁改造之际解决问题。消息一
出，小区“老娘舅”、业委会、物业、
红管家党员义务监督队等一起参
与，大家实地考察，广泛征集周边
居民的意见。考虑到当时存在的
安全隐患，以及附近居民缺少公
共运动空间，大家一致决定对这
条沿河步道进行重新改造。

在定改造方案时，不少居民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社区多次召
集居民骨干开展头脑风暴。“我们
这里老年人多，大家对自己经历

的年代都有不一样的情感，能不
能把这些时代记忆融进去。”居民
曹飞飞代表居民说出了想法。这
个想法启发了设计师，于是“时光
穿梭”最终成为贯穿这条步道的
主线。

通过多次修改设计，最终的
设计稿实现了在健身休闲功能的
基础上结合“年代秀”的文化设
计。这个“年代秀”引入不同年代
的特色文化，与居民形成情感共
鸣。

改造成“邻里畔时光运动带”2

↑2011年的
河边护栏。

←2022年护
栏改造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