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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中国 视点

宁波市相关部门向记
者反馈了一些改进问题的
措施。

“根据最新国土空间规
划，高塘桥站周边已纳入城
镇开发边界以内，联通和顺
小区与高塘桥站的中惠路
已具备建设条件，目前该公
路已完成选址预审、可行性
研究、初步设计等工作，争
取在今年 9月份完成土地报
批、10 月份开工建设，解决
高塘桥站部分出口难以通
行的问题。”宁波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汪乐军

说。
当地干部表示，他们正

对全市 127个已建好的地铁
站口进行摸排，全面搞清楚
哪些地铁站口存在建好后
使用效率不高、周边群众出
行不方便等问题，加强联动
对接，分类分析，有效改进。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
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马远军
认为，重大基础设施布局

“超前引领”的“度”如何把
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需要将耕地保护、城市
开发综合考虑，一定要提高

重大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决
策的科学性、预见性和合规
性。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蔡
斐建议，要继续深入推进土
地规划、城市规划、交通规
划、产业规划等多规合一、
统筹兼顾，把“一张蓝图干
到底”落到实处。

更重要的是，“无论出
于什么样的建设考虑，无论
地方城市发展到了什么阶
段，耕地保护这一‘红线’始
终不能逾越。”蔡斐说。
新华社杭州5月23日电

宁波一地铁站为何成“孤岛”
投资约2亿元建设

近日，记者在现场看
到，宁波市 3号线一期高塘
桥地铁站孤零零地矗立在
一大片刚收割完的油菜地
里，周边约有农田 60亩。其
中 A、B 两个出口由一条便
道联通远处的宁姜公路，目
前可以通行；C、D两个出口
被挡墙封闭，出口大门紧
闭，周围杂草丛生有半人
高。

正在菜地里刨土豆的
顾姓村民告诉记者，“这个
地铁站建在农田中间，不上
不下，平时没几个人坐，我
可以在这里开荒种地补贴
家用。”

居住在和顺家园小区
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她住进
小区 3年多了，很少到高塘
桥站坐地铁。因为这个地
铁站与和顺家园小区中间
隔了条河，没有道路通行，

居民需要绕行近 3公里，还
不如坐公交车。

据了解，与高塘桥地铁
站直线距离仅 100多米的和
顺家园小区，居住着 2500多
户 3700 多人。“门口有地铁
站却坐不了，居民很不满
意，反映三年多时间了。”和
顺社区干部说。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5年 7月高塘桥站选址获
批，2017 年车站出入口施
工，2019年 6月建成通车，整
个工程花费约 2亿元。

据《宁波市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预测，3号线一期工程
2018年开通后，日均客流量
为 1.13 万人次/公里，2021
年为 1.5 万人次/公里。但
事实上，目前日均客流量为
6000 人次/公里至 7000 人

次/公里，仅为规划预测的
一半左右。

为什么投资巨大的地
铁站乘客寥寥？“因为高塘
桥站建在基本农田里，周边
规划的商住项目没建起
来。连接和顺小区的道路
又涉及占用基本农田问题，
迟迟动不了工，导致站点日
均客流量偏少。”宁波市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
负责人说。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
在宁波市，高塘桥站面临的
困局并非个例。例如，与高
塘桥站临近的句章路站同
样被农田“包围”，其C、D两
个出口大门紧闭，建而未
用。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句章
路站周边 300 米范围内，有
永久基本农田约 68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
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
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
途。国家能源、交通、水利、
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
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
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
者土地征收的，必须经国务
院批准。

为何明知该地为基本
农田区域，仍将高塘桥地铁
站点布设在这里？记者就
此采访了宁波市有关部门
和相关专家。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有关负责人称，将站点
设在基本农田区域，主要是
原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
划有局部“不合一”的情况，
存在规划先行问题。

在 2013年“宁波市鄞州
区‘陈婆渡（后改为高塘
桥）—黄隘’地段控制性详
细规划图”上，记者看到，10

年前，高塘桥站周边的基本
农田被规划为商住用地，而
当时的宁波市土地利用规
划还是将这片区域划为耕
地和基本农田。

“为凸显轨道交通对城
市发展的超前引领作用，原
宁波市规划局核发了轨道
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建设项
目的选址。”宁波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解
释说。

对于这种说法，一些
宁波市民并不认可。他们
认为，根据相关国家标准，
地铁应布设在城市客运量
大的主要客运通道上。地
铁线路间及地铁与其他交
通系统间的衔接，应做到
换乘安全、便捷。把地铁
站建成“孤岛”，是否符合
国家发展地铁的思路，值得
商榷。

此外，地铁站投入使用
至今已近四年，为何部分出
口荒废、配套道路“断联”现

象迟迟未有改观？
当地部分干部透露，先

前的考虑是，想利用后续土
地利用规划修编的窗口期，
对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进行
适当调整，逐步推进站点周
边道路及商品房的开发。
但后续由于机构调整等原
因，现有规划落地及配套设
施建设情况难以推进。

高塘桥站附近居民反
映，从现在的结果来看，规
划和建设并没有起到“引
领”作用，地铁站连出口都
不能完全用起来，不仅造
成国家投资浪费，也没有
给周边群众带来交通便
利。

记者采访的一些规划
专家和基层干部表示，高塘
桥站的遭遇，折射了一些地
方“先上车后补票”的发展
心态，总觉得可以先把事情

“张罗”起来，事后再利用国
家政策调整的机会“补合规
手续”。

耕地保护“红线”不能逾越

建在农田里的宁波地铁3号线
高塘桥站C出口。

建而未用的宁波地铁3号线句
章路站C出口。

大门紧锁的高塘桥站D出口。站
内公告牌上提示，“此出入口及通道
暂未开放，请勿通行”。新华社 发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投资约2亿元建设的3
号地铁线一地铁站乘客寥寥，利用率不高成“孤
岛”，引发社会关注。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民生
工程投资浪费、百姓不满？“新华视点”记者展开
追踪调查。

地铁站周边杂草丛生
附近居民绕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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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引领”的规划
“先上车后买票”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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