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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乡村，各美其美。
奉节县平安乡天台村，夏日艳阳，把郑

应堂家门前的小花园映衬出一派生机。
老人家拿起扫帚，仔细清扫着院坝里

的落叶。对于眼前的这一方小天地，他有
着说不出的珍惜。“从来没想过能住上恁个
好的环境，我要好好照顾哟！”郑应堂说。

78岁的郑应堂中年丧偶，儿子长年在
外务工，他大半辈子都居住在一栋土坯房
里。房屋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因为没
有任何配套，连上个厕所都要去邻居家借。

2018年，郑应堂的房屋被纳入农村危
房改造保障范围。

屋内设置了厨房；屋后改建了厕所；四
处漏风的墙体在改造中进行了修缮加固；
斑驳的外墙被粉刷为传统的灰白色，再加
上坡屋顶、木门廊；就连门前的泥巴地都实
现了“变脸”，硬化了路面，增设了花坛——
郑应堂的家换上全新的容颜。

农村危房改造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
着发展。

近年来，市住房和城乡建委聚焦“住房
安全有保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聚力农村危房改
造，并配套实施农村旧房整治、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以及重点区域的精准扶贫、对口帮
扶等，成就了全市广大农村地区的住房环
境之变、生活方式之变、产业发展之变。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实施建
档立卡贫困户农村危房改造9.86万户，实
现贫困户危房动态清零。47.68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全部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为全市脱贫攻坚取得全面
胜利，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数据背后，有更为深刻的时代内涵。在市住房和
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看来，农村危房改造带来了3个
联动效益，使住房之变成就了乡村质变——

首先，通过拆除重建、维修加固等方式改造农村
危房，帮助贫困农村群众解决了基本居住安全，实现
了“住有所居”。

其次，改变了农村面貌。我市将危房改造与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等有机结合起来，“软硬兼顾”，同步推
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大力实施庭院美化
和环境治理，广大群众告别了“路难行、水难喝、味难
闻”的日子，“做饭不用柴、喝水不用抬”成为了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各地把农村危房改造与现代农业发
展相结合，以“拆除重建农村危房+建设农民新村+打造
现代农业示范区”为模式，构建新型村落，实现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危房改造了，有条件的农民纷纷办起
农家乐，开起小饭店，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乡亲增收。

以农村危房改造作为突破口，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让人们更加向往。

南岸放牛村，一幢幢白墙灰瓦的小楼掩映在葱郁
的树林里，呈现出一派山城园林村舍的独特风光；渝
北龙兴镇雷家院子，白墙木窗、灰檐黑瓦的巴渝民居，
青石板绕路，行走其间宛如画中游……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大
任务，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各
项工作落细落地落实。

为此，市住房和城乡建委派出精兵强将，尽锐出
战。委党组贯彻《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以及市委实施意见，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增强政治担当、
历史担当、责任担当，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
线。除了农村危房改造，在对口帮扶贫困区县脱贫攻
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都交出了高分答卷。

数据统计，近年来，全市整治提升农村旧房22.8
万户，创建评比“功能美、风貌美、文明美”的美丽庭院
8.3万个，建成美丽宜居村庄300个，创建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市级示范片50个，110个中国传统村落、41个
重庆市传统村落实现挂牌保护。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
融合、协同互动、一体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提升城市功能
品质。同时，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
进乡村振兴。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推动实现党建与业务工作‘双提升’。”市住
房和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王静 刘廷

城市提升行动成效显

著，乡村建设行动深入实

施，住有所居目标加速实

现，行业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这是近年来我市住房

城乡建设事业交出的答卷。

市住房和城乡建委坚

持党建引领，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确保各项工作

始终与上级要求保持一致，

不断开创住房城乡建设新

局面。

“站在‘十四五’的新起

点，坚持党建引领，依然是

我们取得新胜利的根本保

证！”市住房和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以建成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

为统领，全市住房城乡建设

系统将全力实现住建领域

更高质量发展，全力创造更

高品质人居环境，加快建设

“近悦远来”美好城市，让人

民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

幸福。

以党建引领开创住房城乡建设新局面

加快建设“近悦远来”美好城市

重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两江四
岸，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城市空间格
局，也成就了重庆人的精神家园。

为修复两江四岸的自然生态，扮靓山
水之城的城市名片，2018年，市委市政府
按照中央对重庆“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定位的要求，出台了两江四岸治理提
升实施方案，吹响修复两江四岸打造山水
之城升级版的号角。

方案提出，用5年左右时间，将重庆中
心城区“百公里两江四岸”打造成为“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城市品牌的典范，建成与
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大都市地位相适应
的“山清水秀生态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
文荟萃风貌带和立体城市景观带”。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涉及生态修复、公共
空间打造、交通优化、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
风貌治理提升等一系列内容。市住房和城
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不等同于一般的环境整治和风貌改造，
而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从不断完善城市
功能、优化空间布局、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
系统地促进城市有机更新，提升城市产业能
级，增强城市发展活力。

自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启动实施以来，
10大公共空间雏形初显，重庆中心城区滨
江岸线生态环境大为改善，滨江区域面貌
焕然一新。

在此基础上，两江四岸迎来再升级
——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强化两江四岸主轴功能，
做靓长嘉汇、广阳岛、科学城、枢纽港、智
慧园、艺术湾等城市名片。

紧紧围绕“四带目标”“主轴定位”“百
年工程”要求，市住房和城乡建委统筹推
进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高品质建设两江四
岸核心区，精心打造长嘉汇大景区。截至
去年末，核心区已实施项目64个，完工19

个，完成投资63.6亿元。
长滨路，珊瑚公园东水门大桥至储奇

门段即将对外开放，提升后的珊瑚公园生
态环境得到修复，滨江颜值、活力进一步
提升，将变身滨江亲水休闲带，成为市民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南滨路，保护与活化利用故宫文物南
迁旧址，现存建筑及周边环境实施整体提
升，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数字故宫等城
市文化旅游新地标正在形成。

北滨路，漫行步道成为众多市民游客
近距离体验亲水“慢生活”的好去处，全市
最高城市地标建筑群A-ONE项目加紧
建设，江滩公园一期工程年底即将建成投
用。过去以交通功能为主的滨江路通过

“文商旅居”融合发展，已成为高质量发展
和高品质生活的展示地。

九滨路，两江四岸九龙滩广场治理提
升项目一期建成投用，166舰在九龙坡区
建设码头“安家”并正式向公众开放，黄桷
坪涂鸦艺术街提升加速实施，将布局艺术
文创衍生区等四大艺术空间，充分展示九
龙美术半岛城市艺术历史文脉之美。

沙滨路，磁器口老码头已建成开放，
熙熙攘攘的码头景象得以重现。磁器口
及周边沿江地带休闲、游憩和集散能力进
一步强化，成为展示古镇古韵、红岩精神
和传统工业文明的窗口。

巴滨路，花溪河入江口片区治理提升
计划年底完工，建成后将为周边居民提供
休闲娱乐空间，智慧互动场地与文化交流
场地，形成保育鱼鸟栖息的江滩生境。

…………
统筹硬件、软件建设，加大重点项目

推进力度，推动产城景深度融合，两江四
岸的山水颜值更高、人文气质更佳。

描绘两江四岸的精彩画卷，是我市统
筹推进城市提升，加快建设成为国际化、

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中浓墨
重彩的一笔。

以此为代表，近年来，市住房和城乡
建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城市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重庆
提出的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建
的引领保障作用，强化担当、实践实干、凝
心聚力，大力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
建党员突击队，党员干部在急难险重任务
面前勇担当、走在前、作表率。强力推动
城市提升行动计划目标任务的高质量落

实，统筹推进城市提升9大板块、21个重
点专项、86个子项任务，截至2020年底累
计完成投资3890亿元。

此外，建成山城步道198公里。全面
完成黑臭水体治理、实施“清水绿岸”427
公里、建设改造城镇污水管网1.2万公里、
形成地下综合管廊145.1公里、建成海绵
城市421平方公里……

山清水秀城美、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
人居环境，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重庆，“行
千里·致广大”。

党建引领之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同样阔步向前。

2020 年 12月 31日，曾家岩嘉陵江
大桥正式通车，从渝北龙头寺片区到南
岸区只需10分钟。

曾家岩大桥项目的通车，标志着中心
城区城市道路交通网络的进一步完善。

中心城区大力打通跨江穿山交通瓶
颈，加快城市道路建设，力争构建更加高
效便捷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全力
推进龙兴、土主等 7 座穿山隧道，白居
寺、礼嘉等 7 座跨江大桥，以及坪山大
道、科学大道等项目建设。

除了大力投入跨江大桥、穿山隧道、
城市快速路、交通性主干路等重大项目
建设，还同步完善次支路网加密，打通未
贯通道路，加强人行过街设施的建设和
提升，开展山城步道建设，车畅其道，人
畅其行，构建级配合理的路网体系，打造
高效便捷的市民出行环境。重庆按照

“打通主动脉、畅通微循环、提升通透
性”的思路，加快形成与国家中心城市功
能相匹配的城市道路基础设施体系，城

市道路基本构建起“五横六纵一环五联
络”的城市快速路网体系，

城市道路建设仅是构建城市综合交
通体系的一环，是重庆交通走出去和引
进来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

党的十九大以来，市住房城乡建委
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强化党组统
筹协调推动能力。持续深入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统筹推进“六稳”“六保”工
作，聚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
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我市持续加快推进轨道交通成网计
划，立足“850+”，谋划“1000+”，并以项
目建设为支撑，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轨道
交通网络体系，构建四网融合、互联互通
的轨道交通网络。

当前，全市已建成通车8条，370公
里线路。第二、三期建设规划8条、186
公里线路持续推进，其中9号线一期今
年底建成通车，其余线路预计明年底前
全部建成投用。第四期建设规划8条、
198公里线路今年内全部开工建设，并
力争于2025年底前后建成投用。

城市提升纵深推进 两江四岸画卷铺展

健全城市交通体系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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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将城市桥梁和建筑染成橙色夕阳将城市桥梁和建筑染成橙色，，尽显重庆独特魅力尽显重庆独特魅力 张锦辉张锦辉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南岸区放牛村 郭旭 摄/视觉重庆

北滨路漫行步道 摄/李显彦

两江四岸提升项目——九龙滩公园 摄/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