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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民群众舒心悦心的美
好家园，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
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四五”时
期要积极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
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这受到
与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关注。

围绕城市名片打造和城市
提升，重庆日报全媒体记者“云
采访”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政协委员。

核心提示

精心扮靓城市名片 近悦远来主客共享

□本报记者 廖雪梅

3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大剧院附
近的江北嘴江滩公园项目，看见沿岸护坡
上大朵大朵的樱花正在绽放。经过大半年
建设，长嘉汇大景区重要项目之一——江
北嘴江滩公园形象初显。

据江北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人士介
绍，江北嘴江滩公园项目起于北滨路长安
码头，止于塔子山观音寺，岸线全长约6.1
公里，分两个标段建设。其中，嘉陵江段
去年5月开工，长江段今年2月开工。目
前，已完成千厮门大桥景观节点处广场铺

装、景观平台铺装、重力式挡墙浇筑。
江北嘴江滩公园项目经理赵建茜告

诉记者，该公园除了种有上千株日本晚樱
外，还有鸢尾、蓝花楹、芦苇、垂丝海棠等
植物。不同的季节，都能看到不同风光。

为提供更丰富的观江体验，江北嘴江
滩公园设计了步道、观景平台、广场等多
处“打卡”点。

比如，标高165米的弹性道，大多数时
间位于水位以下，春夏的时候才露出来，
方便人们戏水、乐水；178米的亲水道，将
是最受欢迎的休闲空间，这里不仅建有3
米宽的步行道，还有4米宽的骑行道；活力
道则是为人们“充电”的地方，游客可在这
里吹吹江风、喝喝咖啡，还能登上新修复
的古城墙感受江北城的厚重历史。

江北嘴江滩公园野趣十足，在这里赏
景有两个“黄金位置”：一是国华金融中心
下方的观景平台。记者站在这里看到，一
江碧水与粉色樱花相映成趣，右面黄花园
大桥、曾家岩大桥映入眼帘。另一处观景
的好地方，则是千厮门大桥景观节点处广
场。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轨道列车呼啸
过桥的景观，对面的洪崖洞也让人惊艳。

明年底，江北嘴江滩公园项目全线完
工后，将打造出“莺花古渡、金沙火井、三
台九趣、故城觅踪、长嘉汇流”等特色景
点，成为人们观江休闲的又一个好去处。

江北嘴江滩公园“美颜”初展

重庆六张
城市新名片

轨道交通2号线沿线花开正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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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阳岛

一批新晋热门景点
成为城市名片

春暖花开，阳光普照。进入生机勃勃
的三月，轨道二号线佛图关站附近“开往
春天的列车”走红网络。

观赏最佳地点——佛图关公园，最近
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全国政
协委员、市文化旅游委主任刘旗这几天的
朋友圈也同样被“开往春天的列车”刷屏。

一个“圈友”在分享图片和视频时写
道：春日暖阳，阳光明媚，行驶中的2号线
列车穿过花海，成为春天里一道流动的风
景线。

“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刘旗说，这张新
城市名片不仅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也吸
引不少重庆本地市民前往打卡，“这就是
旅游发展追求的一个境界——近悦远来、主
客共享”。

离浮图关一站之遥的轨道李子坝站，
“轨道穿楼”的名气似乎更响，车站下方的
小广场白天常常人头攒动，成为来渝旅游
的热门打卡地。

还有前段时间受追捧的戴家巷崖壁
步道，绝壁之上的古城墙遗址犹在，登高
望远，江城繁华瑰丽尽收眼底……对于近
段时间来热门打卡地扎堆出现在渝中区，
全国人大代表、渝中区委书记黄玉林感到
骄傲——渝中是重庆的“母城”、主城核
心，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和文脉，无论是充
满老情怀的解放碑，还是后来兴起的洪崖
洞、李子坝、戴家巷，每一次的“扮靓”，都
是对城市形象的优化，都在为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加分。

刘旗注意到，一些新晋的热门景点已
经成为享誉中外的重庆城市名片。它们
无一例外都与重庆独特的山城、江城地形

地貌有机融合，都是城市提升行动计划实
施的最新的可视化成果。这些成果既改
善了本地市民的生活，也赢得了外地游客
的掌声。

既要颜值亮眼
也要传承城市历史文脉

说到重庆旅游的名片，不少人第一时
间想到的是大足石刻。它是目前重庆唯一
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重庆文旅的一块“金
字招牌”。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
大足区委书记于会文就带着一张大足石刻
的手绘长卷参会，呼吁加强石窟保护。

他透露，去年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后，
大足石刻旅游迅速回暖，8月至12月团队
过夜游客是2019年全年的8.4倍，星级酒
店一房难求。今年初，大足积极联动都江
堰、峨眉山等世界遗产地，打造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以吸引更多游客“来足、留足、驻
足、品足”。

“光看石刻还不够，背后的石刻文化、
石窟艺术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于会文
说，为把大足石刻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
独树一帜的文化IP，“十四五”时期，大足
将在全域打造石刻文化公园，推动大足石
刻研究院成为世界知名研究院，重点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博物馆、美
术馆等举办展览讲座，“要让更多人了解大
足石刻蕴含的历史文脉及文化价值”。

解放碑是重庆城市形象的窗口之一。
去年7月，解放碑步行街获评首批全国示范
步行街。黄玉林透露，渝中正积极打好“母
城”文化牌，未来解放碑、朝天门、十八梯三
大城市地标将串联起来，鲁祖庙、戴家巷等
历史风貌区和山城老街区建设将加快推
进，文化创意、民俗及非遗展示等特色产业
将形成集聚，让解放碑片区成为母城记忆

的核心体验商圈。
洪崖洞景区是“两江四岸”核心区建

设重要项目。黄玉林说，渝中区将深度参
与和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以深厚
丰富的历史文化，提高洪崖洞等景区知名
度和影响力。

扮靓升级城市名片
做好细节服务是关键

城市名片好不好，市民和游客的体验
感很重要。刘旗和黄玉林都注意到，城市
名片虽然获得网友赞美，但在厕所卫生、
指路标识、步行设施等细节处，网友也“吐
槽”不少。

对此，黄玉林表示，将把解放碑—朝天
门区域作为核心区，从细节入手，从问题切
入，通过优化景观节点、改造建筑立面、增添
绿化景观、完善标识系统、改善交通组织等
具体措施，持续推动传统商圈转型升级，提
升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而洪崖洞
景区将围绕业态调整升级、完善交通体系、
智慧景区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快补齐短板。

今年初，我市明确提出做靓长嘉汇、广
阳岛、科学城、枢纽港、智慧园、艺术湾等六
张城市新名片，引起广泛关注。刘旗表示，
打造提升这些新的城市名片，首要是完善交
通网络等基础设施。他说，重庆特殊的山
水地貌，要求在规划交通网络时把“水陆
空”考虑进去，这也给开发新的旅游线路、
拓展全域旅游创造了新空间。另外，旅游厕
所革命、增加安全应急通道、增加公共配套
设施等细节方面需要同步加强。

刘旗认为，文化艺术是扮靓城市名片
的重要细节。杂技、音乐剧、话剧、山城曲
艺等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演艺项目“吸
粉”效果好，他建议将更多的优秀文化产
品和服务注入城市新名片。

在城市提升中
不断扩展文化影响力

“高楼大厦使一座城市强大，历史文
化让一座城市伟大。”于会文说，城市名片
的文化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大足正大
力实施文化植入工程，将大足石刻中蕴含
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植入城市建设，
让千年的大足石刻从悬崖峭壁上“走下
来”，进入千家万户，让大足充满浓郁的石
刻文化气息。

他说，大足将在“十四五”时期高水平
规划建设海棠新城。通过毗邻地区融合发
展、产业拉动、文旅融合等吸引更多人到大
足创业生活，建一座独具大足石刻元素的
文化公园城市，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持续用
力，让大足空气常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黄玉林表示，渝中将把城市名片的文
化影响力做大做强，在重塑老城、山城形
象的同时，推动产业园区、城市街区、景点
景区融合发展。

他透露，渝中区正紧锣密鼓推进10个
传统风貌区、10个山城老街区和10个特
色老社区建设。另外，社区景观小游园、
公共空间、景观公园、坡坎崖全面覆绿等
也在抓紧推进，半岛天际线、山脊线、水岸
线轮廓将持续优化，山城步道、过江索道、
游览扶梯等将继续完善。

城市提升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服
务。黄玉林说，渝中将推进全域景区式城
市管理，常态化开展“马路办公”，让城市
更加干净整洁有序。此外，在各社区党委
的统筹下，渝中还建起68个非营利性社会
组织物业服务中心，实现老旧小区管理全
覆盖。一座蕴含诗意和历史、城市功能完
善、注重服务细节的“母城”正徐徐朝我们
走来。

重庆城市景观重庆城市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