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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多龙卧处，山有
凤来时。

在武隆、南川、涪
陵交界处的凤来镇，背
靠海拔1300多米的雪
峰山，前有环绕蜿蜒的
大溪河，中间形成方圆
近50平方公里的丘陵
平台地带。

武隆区抢抓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全市“一区两群”协调
发展，以及“武隆南川”
一体化发展机遇，确定
于此开发建设凤来新
城，目前已纳入重庆市
和武隆区“十四五”规
划重要内容。

“规划建设凤来新
城是发挥‘区群’连接
点功能作用的重要举
措。”武隆区委书记黄
宗华表示，开发建设凤
来新城，积极承接主城
都市区“外溢”功能和
产业，放大主城都市区
对渝东南武陵山区城
镇群的辐射带动红利，
促进渝东南武陵山区
城镇群融入主城都市
区，承接渝东南武陵山
区城镇群要素资源转
移。引领带动武隆乃
至渝东南武陵山区城
镇群、黔北地区加快融
入主城都市区，进而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发展战略。

聚焦互联互通、兴
业兴城、生态宜居、功
能辐射，建设为全国近
郊型公园城市新典范、
现代高品质生活宜居
样板地、区域高水平
协同联动桥头堡，成
为支撑武隆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凤
来新城，即将成为一
方热土——

“产依景，景融城。”武隆区长卢红表示，聚力
产城融合、城景互动，探索构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相伴共生的新型城镇形态，打造功能布局合理、基
础设施完善、产业体系发达、城市管理高效的现代
智慧新城和独具魅力特色的都市田园新城，既看
得见繁华，又闻得见稻香。

武隆将坚持“林城交融、山水灵动，产业、生
活、生态、人口协同”的城市设计理念，坚守生态本
底，聚焦山水关系、山脊岸线和交通设施、开放空
间，强化城市骨架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设
计，严控建筑体量、高度和密度,推进完善旅游集
散、美食体验、多元住宿、消费升级等要素配套，全
面完善产业功能、旅游功能、服务功能，建设公园
型新城。

武隆将按照“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原
则，致力“比城市更温暖、比乡村更文明”发展目
标，以城郊休闲度假业态为引领，深度融合城市建
筑与原生资源、自然生态、地域文化，推进无公害
蔬菜种植、绿色农副产品加工、有机食品生产和田
园式景观建设，推动城乡统筹先行试验，实现居住
人性化、环境生态化、建筑人文化、生活田园化，建
成现代农业及都市新城，建设田园型新城。

武隆将坚持智能城市、数字孪生城市与现实
城市同步规划，先行布局支撑智慧城市发展的高
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型基础设施，全面挖掘数
据资源的商用、民用、政用价值，推动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和数据集成在城市规划设计、
功能布局、产业发展、公共产品、民生服务、政府管
理、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广泛应用，建设
智慧型新城。

凤来新城建设近期即将启动开工，目前已包
装包括能源、交通、产业、教育、医疗等在内的100
多余个项目，投资金额600亿元。今年，总部经济
大楼、规划展览馆、城市干道、居民安置点、污水处
理厂、垃圾中转站、水库等将陆续开工建设。

建设凤来新城打造全国近郊型公园城市
凤来新城位于武隆区西部，东侧毗邻白马山、仙

女山、桐梓山、芙蓉江、乌江、芙蓉湖的“三山两江一
湖”旅游资源，西侧临近金佛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境内及周边自然景观达255处。

凤来新城规划面积约489平方公里，涵盖凤来
镇、庙垭乡、平桥镇、鸭江镇、和顺镇、大洞河乡、白云
乡7个乡镇行政区范围，其中凤来镇高楼村、狮子村、
临江村为核心区，凤来镇送坪村、高寿村、青龙村和
庙垭乡全域为拓展区，平桥镇、鸭江镇全域为联动
区，和顺镇、大洞河乡、白云乡全域为辐射区。

凤来新城距离重庆城区约55公里，处在重庆主
城都市区与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结合部，是武隆
乃至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黔北地区快速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联接点，也是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东南向联接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
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门户和
全市推动“武隆南川”一体化发展、打造“区群”融合
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区域。

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加快产业集聚、持续破
解发展难题、持续增强建设合力，凤来新城力争“三
年出形象、五年显成效、十年铸新城”。

——到2023年，“武隆南川”一体化发展合作不
断深化；凤来新城核心区框架基本建立、拓展区功能
布局确立，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完成布局，
重大产业项目稳步落地；建成区面积达到3平方公
里、人口规模达到3万人。

——到2025年，“武隆南川”一体化发展格局基
本形成；凤来新城高端高质产业加速集聚，生态智慧
城市功能加快健全，产城景融合发展格局基本构建；
建成区面积达到5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达到5万人。

——到2030年，“武隆南川”成为全市“区群”融
合发展示范区；凤来新城现代城郊型经济体系基本
完善、综合实力全面增强，高端高新产业、现代服务
业集聚发展，公园型城市功能基本健全；建成区面积
达到10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达到10万人。

——到2035年，“武隆南川”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成为全市“区群”融合的重要增长极；凤来新城全面
建成互动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联动体系，彰显优
势、集聚发展的产业发展体系，环境友好、智慧引领
的绿色宜居体系；建成区面积达到15平方公里、人
口规模达到15万人。

早在去年7月，从武隆区鸭江镇经庙垭乡到凤
来新城、从平桥镇经凤来镇到凤来新城的进场道路
已开工升级改造。武两（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
路即将动工建设，建成后，凤来新城到主城区之间
的距离缩短至50多公里。

凤来新城地处主城都市区与渝东南武陵山区
城镇群的联结点以及武隆南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的核心节点。渝湘高铁、垫丰武高速、三
环高速等多条交通廊道助力凤来承担“一区”连接

“两群”的重要节点功能。
“我们将着力打造3条快速路、五横三纵主干

路、环状次干路及支路。”凤来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
负责人介绍，凤来新城将充分发挥承接主城都市区
和联通渝南黔北的重要枢纽联结点功能，加快构建
外联内畅的交通体系，构建外联重庆主城都市区、
长江黄金水道、渝东南和黔北地区及内联武隆中心
城区的新城交通体系，提升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打
造区域性交通枢纽。

在外联通道方面，加快渝湘高铁、渝湘高速扩
能、武两高速等项目建设，争取广涪柳铁路、主城至
南川至武隆快速轨道过境凤来新城，推进南涪铁路
鸭江站场改造，规划建设武隆中心城区至凤来新城
快速通道、适时开通公交线路。

在内畅体系方面，织密提档内部干线网络，
推进S529庙垭—涪陵聚宝、S530平桥—南川中
桥等国省干道升级改造，全面加宽改造县乡道；
规划凤来—平桥—和顺—白马—城区快速路，构
建以凤来组团为中心，多组团融合发展的城市交
通体系。

此外，为更好地支撑凤来新城的发展和建设，
武隆区积极推动南武铁路项目的落地和建设。同
时依托三环高速、渝湘高速、在建的渝湘高速复线，
为凤来新城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积极推动大
洞河—三王坪—三泉的高速联络线、梓里—同乐高
速联络线、白涛—白马高速联络线项目的落地和实
施，打造区域高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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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来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