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

南岸区将以建设高质量发展高
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持续做靓

“长嘉汇”“广阳岛”城市功能新名片，
加快建设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山水人文都市区、智慧创新生态
城”，努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和“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中发挥支
撑、带动、示范作用，生动诠释“南岸
起风景”。

不久前，南岸区发布了长嘉汇
城市会客厅首批机会清单，涵盖6个
方面、62项内容，估算投资金额约
261亿元。

在城市更新方面，涵盖老旧小
区社区改造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二贸片区整体改造等项目，重点
征集能够提供项目落地一揽子解决
方案的单位及城市综合运营商，推
动提升城市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
人文化水平。

在民生改善方面，涵盖医养一体
化建设、学校建设及改造提升、社区
养老服务等项目，重点征集有业内丰
富经验的单位，聚力提升城市温度，
让市民生活更可期待、更加美好。

在产业发展方面，囊括长嘉汇
金融中心、铜元局重庆时光金融创
新小镇、重庆游乐园综合体等项目，
重点征集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商业策划等一
流团队，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

在生态改善方面，包括长生河流域综合治
理工程二期、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等项目，重
点征集业内知名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单位，共
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在城乡融合方面，涉及银湖村“山居渔乡”
渔文化园等项目，重点征集乡村旅游、特色农
业品牌培育等方面知名企业，助力南岸加快建
设全市城乡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社会治理
方面，涉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茶园文化艺术
中心建设运营等事项，重点征集项目运营、推
广等单位，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该机会清单一发布，即刻受到广泛关注，各
大市场主体纷纷向南岸“示好”，目前已有近40
家全国知名企业与南岸进行对接工作。

南滨路的风景是南岸得天独厚的资源，广
阳岛则是南岸的一颗明珠。立足率先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南岸区深入践行新发展理
念，按照“高起点创建广阳岛智创生态城”的部
署要求，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为引领，
以绿色发展为本底和目标，以科技创新为手段
和主旋律，加快走上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今年5月，广阳岛智创生态城2021年首批
招商引资项目专场“云签约”，再次签约15个项
目近270亿元，涵盖了数字经济、绿色生态、大
健康、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将为广阳岛智创
生态城绿色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预计到2025年，南岸‘两江四岸’核心区
将基本建设成为‘历史人文风景眼、山水城市
会客厅、商业商务中心区’，并按照国家5A级
景区标准，将长嘉汇大景区打造成全球著名旅
游目的地和展示‘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城市
名片。”南岸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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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除署名外由南岸区文旅委提供

江之滨，波飞浪卷，云卷云舒；

山之南，“山城花冠”，林茂花美；梦

之城，时光激荡，文脉回响……

保护为先，创新传承发展；以

文化人，萃取时代意涵；以旅彰

文，汇聚一城风景；和合共生，那

山、那水、那岛、那城，总会被定

格、镌刻。

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让党

组织的每一个“细胞”都健康良

好，坚定文化自信，树立全球视

野。南岸区聚发展之合力，以

“启、承、转、合、开、新”的文旅融

合发展交响曲，已然绘就“山、江、

湾、峡、岛、城”的“三生四宜”品质

城市壮美画卷。

你来，“起风景”的南岸，在风

景中等你！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6月11日，2021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主场城市活动之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
馆开馆仪式、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揭牌暨
三峡文物保护成果展开展仪式在南岸区举
行。重庆两大重磅级文化地标同步亮相。

“眼见为实，确实震撼！”“美得无话可
说！”……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无不被其无
与伦比的气质所惊艳。

纯白色建筑，外观极富设计感，曲面与
线条的结合营造出一种置身峡谷的错觉，
高大而挺拔……走进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
地，一个高品质文博互动体验乐园俨然已
成为热门打卡地区。

这是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市三峡后续
工作领导小组编制规划的重大工程项目，也
是落户于南岸区的中国首个国家文物保护
装备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科学
研究、文物保管、保护及修复，分析鉴别、教
育培训及展示、文物保护装备研发等功能。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涵盖纪念馆
展厅、文化大讲堂、教育课堂、紫禁书院、书
店、文创等文化场馆和配套服务，是中国首
个在故宫文物南迁遗址内设立的主题历史
纪念馆，采取图文、影像、实物相结合的形
式，生动还原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

事实上，这两个场馆的建成投用只是南
岸以“文化+”提升城市人文气质的一个缩影。

品读南岸，这里注定因文化而璀璨：
呼（夫）归石、弹（诞）子石、望耳（儿）

楼，记载着远古大禹的传说；
字水宵灯、海棠烟雨、龙门浩月、黄桷

晚渡，绘制了巴山渝水最具特色的画卷；
白居易的“涂山来去熟，唯是马蹄知”，

张九镒的“谁将青玉镜，挂在苍鳞龙”，冯兰
亭的“回首城南灯万点，当头明月恰如弓”
等千古名篇，诉说着古韵之美、诗画之美；

美国大使馆旧址、美国使馆酒吧旧址
等，见证了百年前“十里洋场”的繁华；慈云
寺、大佛寺、千佛寺、觉林寺等，讲述着一个
又一个关于古刹晨昏的故事；

《挺进报》旧址陈列馆，则展陈着王朴、陈
然等革命先烈为信念而奋斗的烽火岁月……

近年来，南岸区系统清查了辖区文物资源
保护利用现状，对现有131处文物保护单位
266个单体建筑形成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分别
对法国水师兵营旧址、《挺进报》旧址、觉林寺报

恩塔、美国海军武官处旧址、弹子石摩崖造像(大
佛寺)沿江文物建筑等，实施保护性修缮工程。

串联南滨路沿岸安达森洋行旧址、慈
云寺、觉林寺报恩塔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16栋区级文物保护建筑、15栋历史风貌
建筑，打造慈云寺—米市街—龙门浩市级
历史文化街区，推出历史文化游览线路，形
成南岸滨江文物保护利用带等。

保护为先，创新传承发展，“让文物说
话”，讲述中国，沟通世界。南岸区正以“文
化+”为引领，延展文化产业链条，实现文化
消费和文化商业融合，让历史文化变得更加
真实、真诚、时尚、可触摸、可参与。目前，南
岸区已成功创建南滨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和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保护传承创新活化“文化+”集聚高质量发展动能

启承转合开新 奏响“南岸起风景”的交响曲

融
入
新
发
展
格
局
加
快
建
设“

山
水
人
文
都
市
区”

南岸南岸 启承转合开新篇 多文为富“起风景”

让文化活起来，带动产业兴旺起来。
南岸区走出了一招好棋！

如今，走进南岸，全国首个艺术商业历
史文化老街——龙门浩老街首开区的28栋
近现代历史风貌建筑，讲述着从开埠到抗
战的故事，充满内在的国际格局文化气质；
米市街的深处，古旧的雕刻、断裂的檐角述
说着它的沧桑岁月；慈云老街，历史缩影着
巴渝风情，汇聚了山城最新鲜、最前沿的玩
乐动向；弹子石老街，从青砖灰瓦间读到的
不仅是岁月，更是文旅融合迸发的生机与
活力。

除了寻找老街故事，在施光南大剧院
欣赏高雅艺术，在国际马戏城观看梦幻杂
技……呼归石花阶、长江有声记忆博物馆、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等项目，使“‘看
见重庆’南岸起风景”尽显“诗与远方”的无
穷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南岸利用其两江交汇、
山环水绕，湾、沱、溪、峡、岛等世界级复合
型禀赋资源，立足“核心大景区”，“启、承、
转、合、开、新”建设南滨路百里城市滨江国
际黄金旅游带，做靓“五道风景”，打造全域
旅游升级版。

加快推动“重庆眼”(原科普中心及周边
区域)、“龙门里”(龙门浩老街及国瑞广场等
项目)、“长嘉汇”(弹子石老街)、“长江梦中

心”(原洋人街地块)、“国际迎宾岛”(寸滩大
桥南桥头下区域)等项目规划建设和提档升
级，奏响南滨路“启(重庆眼)、承(龙门里)、转
(长嘉汇)、合(梦中心)、开(迎宾岛)、新(广阳
岛湾示范区)”的交响曲，展现重庆“山(南
山)、江(长江)、湾(南滨湾)、峡(铜锣峡)、城、
人文”的大美画卷，着力打造南滨路百里城
市滨江国际黄金旅游带。

打造风光旖旎的山清水秀生态带，优
化岸线功能，多为生态“留白”、给自然“添
绿”；打造错落有致的立体城市景观带，统

筹“水、滩、岸、坡、山”，优化建筑布局、形象
品质，建设观景眺望的“城市阳台”；打造以
人为本的便捷共享游憩带，丰富开放共享
的滨江开敞空间、滨水活动空间、户外慢行
系统，形成特色交通功能系统；打造文韵醇
厚的人文荟萃风貌带，以保护修复和传承
延续为出发点，精雕细琢城市文脉，融入历
史文化元素，提升人文内涵，彰显独特魅
力；打造赋能蓄势的创新要素集聚带，优化
创新发展的环境和机制，构建创业孵化链
条，增强集聚创新要素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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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优化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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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植物园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夜景

国际马戏城观看杂技表演 摄/郭旭

黄桷垭老街夜景 摄/郭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