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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城市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一、长三角经济圈中的桥头堡一、长三角经济圈中的桥头堡一、长三角经济圈中的桥头堡一、长三角经济圈中的桥头堡

作为联通上海、杭州、宁波的交通枢纽中心，伴随着长江三角洲

一体化的加速、环杭州湾产业带的建设以及宁波市现代化国际港口城

市建设，为巩固慈溪作为长三角经济圈“桥头堡”的地位提供了更多

积极因素。

到 2020 年左右，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建成世界第六个特大型都市

圈，上海作为该都市圈的龙头，将建成区域性、综合型的国际化大都

市，而作为该都市圈南翼中心的宁波，将建成区域性、专业型的国际

化大都市。杭州湾跨海大桥使慈溪成为连接沪、甬两个国际化大都市

的“桥头堡”，是沪、甬两个特大型国际化大都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慈溪要以杭州湾新区建设为突破口，尽早尽量发挥大桥经济作用，以

跨海大桥为纽带，以杭州湾新区为主载体，面向长三角，融入大上海，

依托杭州、宁波都市圈，形成对外开放的战略主平台，重点打造高端

休闲房地产群、观光旅游等新兴产业、长三角物流副中心，强化新区

“北接上海第一门户”、“宁波城市客厅”的形象，“以桥兴区，以桥

强市”，以新区为突破口，融入长三角，走向国际化。

慈溪的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开放创新。慈溪要以更开阔的胸襟,

更高远的视点，实施新一轮开放发展,以最坚定的决心、最大的努力,

从上海、杭州、宁波和长三角产业梯度转移中，引进具有高增长性、



本地适应性与可接受性强的大项目、大企业，抓住推动经济发展的龙

头，形成杭州湾南部地区具有特色的产业群和产业链，重点进行材料、

能源、信息、生物等有具爆发式增长特征的新兴产业基地的建设。

随着大桥建设带来的区域交通变化，特别是与上海的时空距离进

一步拉近，使杭州湾南岸区域接受外来要素的能力大大增强，有利于

人力资源的优化。慈溪可以充分利用上海、江苏的科技人才优势，加

强科技教育、文化合作和人才交流，广泛吸纳和优化配置、创新资源；

通过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人才对接，实现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任职资

格的相互衔接和人才教育培训考试资源的互通；通过与上海等地人才

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互设分支机构，开展人事代理服务；通过选送

一批优秀党政干部到沪苏挂职锻炼，加强对口部门之间的人才交流；

制定更加宽松的政策，吸引沪苏各类优秀人才到慈溪创业。同时，充

分运用教育、宣传和法律等手段，着眼建设文化大市，积极开展与先

进文化交流与合作，邀请文化名人及国外文化艺术等团体，来慈溪演

出或比赛，进一步提高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二、挑战慈溪城市发展瓶颈二、挑战慈溪城市发展瓶颈二、挑战慈溪城市发展瓶颈二、挑战慈溪城市发展瓶颈

慈溪城市发展虽然取得可喜的成绩，但与周边城市发展相比还有

相当大的差距。要实现宜居宜业中等城市的发展目标，还有许多工作

要做，更应值得认真研究，破解城市发展瓶颈。

创新是城市的灵魂和希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谋求更大发展。创

新的前提是必须正确分析阻碍慈溪城市发展的客观因素，找准主观原

因，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城市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打



造一流的城市，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市民的

幸福感。慈溪要坚持该目标不动摇，创新开发模式，引进先进的城市

建设理念，追求卓越，带动区域发展，努力弥补不利自然环境对城市

发展的影响；创新谋划未来，强调城市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统盘

考虑，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努力把慈溪建设成富有朝气、充满

活力的宜居宜业新型城市；创新工作机制，敢想敢为，敢于超越前人

和别人，以超常的胆量和气魄，凭借抓经济发展的勇气和决心来建设

慈溪这座城市。

城市的品位首先表现在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清洁的环境、优美的

建筑、合理的布局。慈溪未来发展将受到建设用地供给的制约，受到

平原地形的不利影响，易给人一种建筑物堆积的感觉，显得直板、呆

板，缺少灵气、秀气、大气。因此，在城市建设中，慈溪要紧扣“改

善形象、增强美感”这一主题，着力做好各方面文章。要大力推进旧

城改造，改变矮小、破旧、杂乱、拥挤的落后面貌，与新布局区域遥

相呼应，高品位打造城市整体形象；要注重城市形态设计，切忌千篇

一律的建筑风格，布置一批上规模、错落有致、风格各异的高层建筑

群，以增加城市的层次感和立体感；要增强城市空间布局美感，最大

限度地利用现有环境条件，通过适度改造地形地貌，引水建绿，合理

布局一些城市广场，使之成为中心城区的最大亮点和城市主客厅，供

市民和游客休闲观光；要注重各要素的合理配套，并且具有一定量的

超前性，消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做到市政公用设施到

位，道路畅通，环境优美，功能完善；要加强水环境保护，继续加大



生态保护项目建设投资，加快改变生活污水与雨水的合排机制，切实

把水环境整治好、生态修复好；要注重居住环境建设，按照利民惠民

原则，建设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社区档次和公共服务水平，使居住环

境品质达到最佳状态，增进市民的温馨感和幸福度。

城市的品位还体现在浓厚的文化氛围、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人性化

的管理。有生命力的城市必须要有显著的地域特色。慈溪作为海滨城

市，具有显著的海洋文化特征，要特别重视慈溪移民文化、围垦文化、

青瓷文化的传承、发挥、提炼、塑造，建造一批海洋文化博物馆、纪

念馆、展示馆、艺术馆、文化广场，彰显慈溪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特

色；要传承光大一批具有浓厚海洋文化的艺术，丰富慈溪文化内涵，

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陶冶民众的情操，增强对家乡的温馨感、认同

感和归属感。

在发扬光大慈溪的海洋文化、彰显慈溪个性、拓展慈溪发展后劲

的同时，要加强城市管理与宣传，引导民众参与，赢得民众的理解、

支持，增进民众的自觉意识，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克服重建设轻管

理的城市建设理念，努力提升城市的品位；加大政府对城市管理的支

持力度，配足配齐城市管理人员，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服务社会的

责任意识；加速推进数字城管建设，努力实现城市管理网格化、精细

化、数字化和人性化；要加强制度建设，做到有章可循；注重城市细

部景观设计，增强城市韵味。

（执笔：方龙耀 ）



第十章 城市发展战略构想

一、打造宁波北部副中心一、打造宁波北部副中心一、打造宁波北部副中心一、打造宁波北部副中心

慈溪位于宁波市域北部，是宁波中心城区以外重要的城市组团，

被赋予构建宁波北部副中心的使命，承载着慈溪人民建设“绿色生态、

宜居乐居”的一流幸福城市家园的梦想。带着这样的希冀，慈溪要成

为宜人的居住福地、先进的制造业基地、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和历史

文化及休闲旅游基地。

慈溪要按照“大手笔描绘宜居蓝图、高起点筑就城市形象、新思

路打造城市坐标”的要求，实施大区块开发建设，构建合理的城市布

局。通过推进板块改造，逐步消除城中村，建设高品质的大型居住区、

商业集中区和城市综合体，建成一批功能完善、风格现代时尚、空间

开放大气、线条动感流畅、层次丰富的城市精品板块，逐步形成水色

秀丽、环境宜人的景观廊道，“露水透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和“亲水

亲绿”公共空间。通过对中心城区大部分老小区、背街小巷进行更新

改造，对城市片区以及城市道路进行设计、改造，并在城市建设中注

入体现城市文化的元素，打造良好的城市风貌。通过构筑有机的城市

交通体系，修建城市快速路，解决高速公路边缘化问题；完善城市内

部路网体系；加快城市停车场建设，强化交通管理；不断提高城市自

来水供给、污水排放、燃气普及、电力和电信的畅通的水平。通过大

型商业购物中心的建成、城市文化娱乐设施的配套完善、大批文化活

动社团组织和俱乐部的涌现，来丰富城市生活。



慈溪要在“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方针的指引下，建设形成

慈西工业园区、慈东工业园区两个市级工业区和慈中工业区块、周巷

工业区块两个片区级工业区块，实现工业向园区的集中，促进产业链

的形成。在继承原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为产业服务的产业，

包括服务外包、软件开发、信息通信等；通过实施人才“知本”工程、

技术支撑工程、品牌培育工程、企业梯队配置工程、产业承接梯度转

移工程和园区集聚整合工程等六大工程，形成一批具有持续发展能力

和市场竞争力的优势行业，一批行业内著名、资本、技术、人才等优

质要素集聚的龙头企业，一批战略型、创新型、知识型的企业家，一

批产业集聚、配套完善、特色鲜明的工业集聚区块以及一批具有较高

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的品牌。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长江三角洲范围内宁波、杭州、上

海三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越来越强，在整体交通规划下高度统一，

杭州湾跨海公路大桥和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建成，促成慈溪杭州湾

南岸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建设改变环杭州湾

沿岸铁路走向，大大缩短宁波境内甚至浙江省内舟山、台州、温州等

大部分区域与上海、江苏的联系。建设杭甬复线高速公路，向西加强

与上虞的协调，向东加强与宁波中心城的协调。建设轻轨，融入宁波

市域轻轨交通体系，加强与宁波中心城的联系，缩短慈溪到宁波机场

和宁波港的距离。

交通枢纽的地位促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慈溪要以市域配送物流

和专业市场物流为基础，依托杭州湾产业带、杭州湾新区和出口加工



区，建设华东地区重要的国际物流采购中心、保税中心和区域中转物

流中心，以物流业的发达进一步巩固慈溪的交通枢纽地位。

慈溪要融合代表慈溪历史的“青瓷文化、围垦文化、移民文化”

三大文化以及现代慈溪的特色产业文化，在市域内形成“五区、三带、

四点”的历史文化展示平台，即慈北海洋息壤文化展示区、东南青瓷

文化体验区、西南文化综合展示区、城市综合体创意产业园区、东部

文化商务区；自然生态景观带、新城河景观文化展示带、景观大道文

化展示带；城市主入口文化展示点、城市广场文化展示点、城市社区

文化展示点、学校企业等文化展示点。

同时，慈溪要整合境内的旅游资源，融入浙东风情旅游线，开发

休闲、商务、红色、文化、观光等多种形式的旅游，发展生态观光、

滨海垂钓、运动休闲、度假与商贸会议旅游等特色旅游，设计具有民

俗风情、革命遗迹、历史遗存的文化旅游产品，提高慈溪旅游业的文

化品位。通过对旅游产品的打造和旅游线路的精心设计，最终形成杭

州湾滨海休闲旅游度假区、达蓬山——伏龙山文化旅游区和上林湖风

景名胜区三大旅游区。

二、建设现代化生态滨海新城二、建设现代化生态滨海新城二、建设现代化生态滨海新城二、建设现代化生态滨海新城

慈溪北临杭州湾，资源禀赋丰富，有杭州湾大桥的桥头资源，有

杭州湾湿地的湿地资源和鸟类资源，有土地丰富、水质优良的滩涂资

源，更有位于中心城区的教场山、峙山和乌山三座山体资源，有浙东

区党委成立处旧址、杨贤江故居等党史胜迹红色资源，还有众多的水

网资源和植被资源。因此，慈溪要通过对山体、水体和植被资源的打



造，对低碳环保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践，在杭州湾南岸打造一座现代化

生态滨海新城。

慈溪境内水网密布，河湖众多，通过“横塘成河、直江成浦、筑

堤成湖”的做法，通过水质治理，加密水网，水路相交，曲直相济，

使水变活，做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增强城与水的互动。在中

心城区局部地段，根据城市景观设计的需要，通过适当拓宽河道，打

造水景的方式，构筑城市景观亮点。在东部文化商务区境内，依托新

城河，拓宽河道修建明月湖，形成城市新中心；在广场中挖湖、布置

喷泉，将灵动的水引入市民生活以展示江南水乡之特色。

通过对开山采石后遗症的治理，山体被林木覆盖，成为名副其实

的城市绿肺，结合山体布置教场山、峙山和乌山三座城市森林公园。

城市布局中引入对山体的考虑，秉承节能居住理念，利用山体对小气

候保温隔热，因地制宜布局居住用地，打造高品质的居住小区。顺应

山势布局城市结构和设计城市景观，利用山体组织城市通风道，构造

与山体轮廓共生的城市天际轮廓线，通过建筑退让等方式使山体从建

筑群落中显露出来成为城市中的景观节点。

山体、河岸、道路是城市绿地的天然载体，共同形成点、线、面

相结合的城市庞大的生态背景，再加上城市公园、小区绿地、屋顶绿

化以及垂直绿化的塑造等点缀，共同形成“大环套小环，珠珠相链接”

的结构形式，最终形成“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的绿地生态格局，使

绿地充分发挥其系统性、生态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主要沿新城河

两岸绿带和浒崇公路绿带为轴线来组织城市公园，包括峙山公园、乌



山公园、教场山公园、城区东北和西北向近郊生态观光园和横河近郊

休闲游憩公园等，整座城市掩映在绿的海洋中。

杭州湾湿地属全国八大区域湿地之一，是河口滨海湿地系统中的

潮间带和沙洲离异湿地，鸟类资源是其特色。杭州湾湿地中金山三岛

湿地和庵东沼泽湿地被列为国家重要湿地，建设生态休闲湿地主题公

园，构筑慈溪境内富有特色的生态核心，在尽量不破坏湿地自然栖息

地的基础上建设不同类型的辅助设施，将生态保护、生态旅游和生态

环境教育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态环境

的改善，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杭州湾新区周边为滩涂区，土地资源较为丰富，重点是保护滩涂

区丰富的水资源，包括沿海横向的塘、纵向的江和多个水库、湖泊，

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生态型旅游新格局，即以沿海森林公园为

特色的休闲度假村；以滩涂踩文蛤为特色的“海上迪斯科”景区；以

滩涂放风筝为特色的“空中交响乐”景区；以展示渔村民俗为特色的

渔村风情区。

推广低碳消费模式、低碳产品和绿色消费模式，营造低碳环保的

生活方式。在政府工作中，优先采购节能和环保标志产品，普遍使用

高效节能家电及办公设备，大力采用节能型灯具、高效节电新光源和

节电控制装置，节约型、踏踏实实构建环保型政府。在城市交通系统

中开辟非机动车专用通道，自行车租借系统遍布城市，步行和使用非

机动车出行占据城市出勤交通的主体。城市公共交通占有明显优势，

城市轻轨已经建成，电动和混合动力公共交通工具有很大发展。在建



筑设计上引入低碳理念，大力开发绿色节能环保建筑，政府有计划地

实现对城市现有居民住宅实施节能、保温技术改造，形成低碳绿色的

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保护改善生态环境。政府

把对低碳环保生活理念的宣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同时加大对新

能源、新技术研究的投入，以促进太阳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引导下，通过若干年的奋力耕耘与打造，

慈溪必将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生态滨海新城，善待百万人民，笑迎

四方嘉宾。

（执笔：蒋文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