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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个老旧小区改造
启动实施率达89.6%

2019年10月底，昌州街道依法对新欣家
苑小区居民违章搭建的遮雨棚进行了拆除。

不到半个小时，院内的遮雨棚就清理一
空。看着整洁干净的院坝，许多小区居民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新欣家苑小区建成于2003年，是拆迁安
置小区。

“原来院子里脏得下不去脚。”许多居民表
示，以前，小区的院坝是一片烂泥地，雨天一身
泥、晴天一身灰。此外，小区里许多居民养鸡
养鸭，乱丢垃圾、乱倒污水，加上污水管网不完
善，导致院坝里时常污水横流、脏乱不堪。

近年来，荣昌区加快补齐老城区基础设施
短板，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使新欣家苑小
区旧貌换新颜。

这样的例子，在荣昌区还有很多。
曾经污水横流的老工商局家属院通过环

境整治，新接了污水管网，院坝铺上了花岗石，

并安装了监控门禁和车闸，划出了30个停车
位，已从“三无”小区变成了“三好”小区。

昌元街道白象街的一栋筒子楼曾经一年
到头都臭气熏天，如今，经过改造后的筒子楼
第一次让居民“有了住楼房”的感觉。

目前，荣昌区广顺街道23个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全面启动，昌元、昌州街道占地总面积
为191万平方米的452个老旧小区完成实地
查勘和方案设计工作，启动实施率达89.6%，
总投入近2000万元。

新建改建污水管网
让老旧小区干净整洁

“社区办公室吗？我家的下水道又堵了，
找人通了都没有用，怎么办哟？”2019年初，荣
昌区昌元街道桂花社区值班室，时常能在电话
里听到居民的抱怨声。

接到电话，社区工作人员往往会第一时间
找来清掏化粪池的工人为居民疏浚管道。

然而，清掏化粪池、疏浚管道只能解一时
的燃眉之急，治标不治本。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只有进行雨污分流，建设污水管网，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荣昌区住房城乡建
委管线中心负责人付勇介绍，不久，施工队就
进驻了该小区，进行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目
前，该工程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和化粪池入口出
的管网整改已全部完成。

困扰兴隆街居民多年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实际上，不仅仅是兴隆街居民，在荣昌区

住房城乡建委管线中心的管网建设、改造过程
中受益的居民还有很多。

荣昌区火车站片区长期沿用以前的明沟
暗渠排放雨污水，对火车站片区的城市环境造
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濑溪河水体造成了
一定污染。

此外，由于明沟暗渠里长期有潲水粪便直
排、生活垃圾倾倒，导致周边区域时常弥漫恶
臭。

为此，荣昌区住房城乡建委在对该片区管
网现状进行实地查勘后，拟定了具体的治理方
案，总投资1300万元，新建污水管网，解决该
片区污水管网缺失、面源污染严重的问题，所

有工程将在今年2月完成。届时，火车站片区
将彻底告别“脏乱差”。

2019年，荣昌区通过新建改建污水管网
49.612千米、雨水管网19.939千米；硬化地面
4.2万平方米，绿化空地0.7万平方米；新增设置
停车位1325个，对18个小区安装视频监控，对
老城区实施“三无”小区环境整治，基本实现了
老旧小区安全、干净、整洁、有序的目标。

老旧小区改造
群众满意是第一目标

当然，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修墙、防漏或
是种花种草那么简单。

房屋破旧、设施老化、公共管理服务落后
等，是老旧小区普遍存在脏、乱、差问题，是城
市管理的难点。

不少老旧小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
的，建筑和基础设施老化，需要修缮和更新。
加之建设时缺乏对老人居家养老问题的考虑，
不少老年人或因没有电梯和无障碍通道，或因
缺乏适合老年人活动的公共场所，生活十分不

便。通过安装电梯等改造，在小区建设养老、
养生服务等设施，能够改善小区的宜居性，方
便群众生活，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老旧小区改造，群众满意是第一目标。在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实施过程中，荣昌区住房城
乡建委事前征求居民意见，事中接受居民监
督，事后测评满意度。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中，结合居民意愿，积极推行加装电梯试点工
作，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引导，目前已完成或
正在推进10个老旧小区的电梯安装，居民们
普遍反映小区环境得到很好改善，居家、休闲
和出门更为安全舒适。据初步统计，已完成整
治任务的小区，居民满意度95%以上，幸福指
数明显提升。

“新型城镇化要处处体现以人为核心，提高
柔性化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努力实现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更具包容性和人文关怀。”荣昌区住
房城乡建委负责人表示，荣昌区还通过扩大民
众参与小区的改造和治理，改善城市老旧小区的
宜居性，充分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
人民”。 贺娜 王美蓉

图片由荣昌区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冬日天寒，但在荣昌区昌元
街道白象社区谭家坡一小区里，
几位居民围坐在整饬一新的院坝
闲话家常，其乐融融。

盈盈笑脸的背后，是荣昌区
着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带给群
众越来越多看得见、摸得着、感受
得到的幸福。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城镇老旧小区量大面广，要大
力进行改造提升，更新水电路气
等配套设施，支持加装电梯，健全
便民市场、便利店、步行街、停车
场、无障碍通道等生活服务设
施。这充分回应了人们关于加快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呼声。

荣昌区的“三无”小区、老旧
小区普遍存在着污水管网缺失、
地面破损严重、车辆乱停乱放、无
人管理等问题。

2018年下半年以来，荣昌区
以城市提升、推进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积极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服务提
升，取得初步成效。

目前，荣昌区已完成197个
“三无”小区环境综合整治，正在
推动530个、总面积达272万平方
米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让小区不再老旧 让幸福全新绽放

建设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的现代城市
荣昌提前谋划“十四五”城市提升战略

荣昌区位于重庆、成都两大核心城市
的中间点，是重庆的西部门户，处于成渝铁
路、成渝公路、成渝高速公路沿线，交通区
位优势比较明显。荣昌区既服务两大城
市，又接受两大城市辐射，是辐射渝西川东
区域的中心城市，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新兴战略支点，具有承东启西、双向开发
的战略区位优势。

围绕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基础
设施、生态、人文、公共服务、创新等领域，
荣昌区提出建设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的
现代城市，并按照城市提升九大战略板块
进行全面部署：提升城市规划水平，科学引
领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建设水平，突出城市
特色；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推进共建共治共
享；提升城市交通水平，完善综合交通体
系；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保障城市健康发
展；提升生态环境之美，建设美丽绿色荣
昌；提升城市人文品质，传承棠城优秀文

化；提升城市公共服务，优化城市功能布
局；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增强城市经济活
力。

荣昌区将结合规划区一体化的构想，
重点将规划区内各城镇联系成片，集聚发
展，共同打造为一个总人口50万人、建设用
地规模为50平方公里的中等城市，形成“一
轴两区”的总体空间结构。

“一轴”即成渝公路发展轴。未来城市
发展可依托改造后的成渝公路作为规划区
内主要的发展轴线，联系城市主要功能区。

“两区”即沿着规划区内成渝公路东西
两侧分布了昌元-昌州城区、广顺-安富城
区两个主要的城区，分别承担不同的城市
功能。两城区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成渝公
路以及联系板桥工业园和广顺工业园之间
的第二通道交通干道，重大基础设施统一
设置及布局。

荣昌区还将积极与渝西川东地区一

道，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
流动和高效集聚，强化统一谋划、一体部
署、相互协作、共同实施的意识，深化与四
川泸州、内江的紧密合作，以3个国家高新
区产业联盟为基础，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
代产业体系；围绕荣昌货运机场、泸州长
江码头和内江铁路枢纽，建设对外开放国
际物流“金三角”；围绕一衣带水环境保护
的共建共享，建设成渝高品质生活宜居
地。

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荣昌区相关
职能部门注重拓展城市空间，破解城市发
展“瓶颈”，如针对荣昌缺水的地理情况，重
点加强污水治理，将濑溪河流域的景观进
行改造，沿岸留下一定的空间，打造成公园
和广场，配合城市大道建设，形成了城市独
特的风格。荣昌区相关职能部门还将城市
空间优化与开发企业的实力进行比较和协
调，注重城市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谭家坡10号居民在院坝里话家常

碧水丽苑小区干净整洁

墙上的家风家训吸引居民观看 老畜牧局家属院焕然一新

城市提升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荣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