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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街入口效果图

三峡库心 长江盆景 摄/余鸿

老街既是忠县承载城市历史记忆
的载体，也是丰富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
资源。忠县大力挖掘和保护历史文化
资源，加强老街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培
育现代时尚气息，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着力提升产业活力，激发老街发展
活力。

产业布局上，老街致力完善了入口

形象区、文化商业街区、住宅风貌控制
区、诗意园林休闲区四大功能区，努力建
设具有文化旅游价值、艺术美学价值、游
憩娱乐价值、涵养居住价值等多重价值
融合发展的旅游目的地。在单一业态基
础上引入特色商业、特色餐饮、文化展
示、民宿客栈、服务配套五大业态。

让众多忠县人倍感亲切的传统业

态，在老街被活化。总长1750米的老
街，连接着弓箭街、东坡路、东城门、东坡
梯子，沿线分布小卖铺、老油条豆浆店、
包子铺、芝麻油加工店、露天理发店、手
工棉被铺等传统风格的商业门店。老街
通过更新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保留
原有建筑风貌，“活化修复”保留旧时集
市风貌，把传统店铺改造升级为“三峡记
忆”的载体和文化地标，让市井烟火气更
浓，展现库区最自然的乡土风情，把美景
变成了“聚宝盆”。

年轻人，永远是消费的主力军。新
的忠州老街不仅弥漫着悠悠乡愁，也营
造着多元的消费氛围。忠县引进北仓文
创集团参与老街建设，推进川剧团、非遗
文化馆、民宿等项目打造。对原有商业
业态进行补充完善，引入咖啡吧、特色小
吃、书屋、大剧场等新兴业态。陆续出台
减免租金、补贴装修补助等优惠政策，鼓
励商业入驻运营。

去年国庆期间，“三峡留城·忠州老
街”市集火热开市。在这次的老街正式
面世的“热身”预演中，前来打卡的游客
达到10万人次。目前，已有30余家商
业签订入驻老街协议，老街将焕发出新
的生机。

忠州老街成就忠县城市新名片

“三峡留城”忆乡愁“忠州老街”藏古今
位于忠县县城的“老街”，曾是老忠州最繁华的街区，亦为库区现唯一留存的半座原貌旧城，兼具山城特征、桥城景观、水城神韵、岛城风貌、月城形

象。这处巴蔓子刎首留城之地，承载着“千年名邑”忠州2300多年的历史文化。

忠县由县住房城乡建委牵头，坚持以解决群众难点、痛点和堵点为主方向，以改造老旧小区和危房为抓手，以文旅融合为突破口，着力打造“三峡

留城·忠州老街”，成就“三峡库心·长江盆景”的一张新名片。

辛丑岁末，忠州老街，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老街位于忠县县城核心区域，既是
城市的“脸面”，也是群众的家园。在忠
州老街的整体打造中，负责牵头实施的
忠县住房城乡建委将其与城市老旧小
区改造紧密结合。突出问题导向、需求
导向，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全局统筹、规划引领，坚持群众主
体、激励调动，坚持整合资源、资金保
障，加快改造老街，让市民生活更方便、
更舒心、更幸福。

忠县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忠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涉及4个街
道23186户2559栋楼，建筑面积共约
302万平方米，其中“三峡留城·忠州老
街”项目覆盖区域是重点难点，也起着
示范带动作用。

忠县积极争取将“三峡留城·忠州
老街”项目纳入了《重庆市“三峡库心·
长江盆景”跨区域发展规划（2020—
2035年）》及实施方案，统筹江城与江
村、山水与人文等要素，加快建设“三峡
库心·长江盆景”新名片。及时将老街
项目作为全县重点项目和重大民生实
事，按照“党委统领、政府主导、居民主
体、企业承办、社会参与”的路径，在充
分吸收国内老街区改造项目建设经验

的基础上，科学规划修建性详规方案设
计，形成了保护性开发历史遗存老街区
的上位规划。

同时，忠县切实将老街改造作为基
层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建设的重要事
务常态化推进，不断增强市民主角意识，
激活老街发展内生动力。充分尊重民
意，广泛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
缔造”宣传，广泛发放老旧小区改造意愿
意见征求表，就“改不改、改什么、怎么
改”等内容，充分征求居民意见。重点聚
焦消防安全、污水管网、空中飞线等居民
关注问题，引导市民转变观念，自筹资金
改造水、电、气等设施和居住环境，拆除
和整改影响居住安全的可燃雨棚及违
建，社区自治氛围逐渐形成。

此外，忠县住房城乡建委在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还多方联动，合力推动
老街项目建设。通过制定并用足老旧
小区改造支持政策，实现多元筹措资
金，促进共谋共建共享，实现老街和社
区可持续发展。使老街成为忠州市民
的精神家园，在外游子的乡愁记忆，外
来游客的诗和远方。

赵童 刘玉珮 彭光灿

“快要过完的冬天，还有雕刻着图案
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
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
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春节
前夕，家住忠县忠州老街的蔡坤宏回到
阔别一年的家乡时发现，红男绿女手机
中那首《老街》，已成为今年忠县最应景
的音乐。

“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红火火迎新
春。”三峡工程蓄水，库区一座座老城纷
纷沉入水下。地势相对最高的忠县老县
城，也仅余约0.5平方公里的老城被保留
下来，成为库区被淹老城中唯一留存的
半座原貌旧城。为再现“三峡人家”的原
生态生活场景，忠县积极打造“三峡留

城·忠州老街”项目，让老街焕发新生，让
市民重拾乡愁的记忆。

“三峡留城·忠州老街”项目，是一
个全新的大课题。老街的规划和建设
者不断“走出去”，汲取类似项目经验，
逐步明晰了老街打造的方向——坚持
以文化为魂、以市场为纽带、本地街区
整体保护。

“忠州老街是文化旅游目的地，打
造的核心就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牵头此项工作的忠县住房城乡建
委相关负责人说，老街最独特的价值是
它所承载的独特的忠文化和众多的历
史古建筑。只有通过对历史文化的不
断挖掘，不断增强发展潜力，才能让老

街的未来不断焕发生机。
忠州老街改造功能完善是基础，促

进可持续性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老街要
“活”起来，就要不断有人进来，通过以市
场主体为纽带，对老街商业实施专业化
经营，充分发掘历史遗产的社会经济价
值，盘活老街商业经济，才能长久为市民
留下记忆中繁华的忠州老街。

同时，忠州老街也是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其本质还是城市有机更新，即坚持
以整体保护、不搞大拆大建、修旧如旧、
建新如旧的微改造方式，“活化修复”旧
时集市风貌，最大限度恢复原有充满居
民记忆和三峡移民乡愁的八九十年代古
朴老街。

蓝图既定，使命催征。忠州老街在
建设中，始终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把历史文化保护纳入城市规
划建设，把历史文化元素植入景区景
点、融入城市街区，延续城市文脉，提升
城市人文内涵，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提升城市的“顏值”
和“气质”。

在厘清老街家底的前提下，建设者
们按建筑类别及质量、风貌、层数、结构
等开展综合调查评估，将建（构）筑物进
行分类为文物保护单位、传统民居院落、
风貌协调建筑、风貌不协调建筑，并对不
同类别的建（构）筑物采取修缮维护、整
体改造、局部改造或风貌改造，原汁原

味，修旧如旧，下足绣花功夫，不搞大拆
大建，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遗留建筑及
穿斗式建筑。

老街遗存的文物古迹和古建筑有
20余处，承载着老忠州的历史文脉。忠
县以整体保护和老街复兴为前提，全面
挖掘整理文化遗存，还原历史文化空间
和业态，再现三峡原生态生活场景和市
民生活变迁历程。

忠县素有“汉阙之乡”美誉。在老街
入口，忠县建起了忠州汉阙广场，按1:1
比例复原展示了全国9处11座汉阙。原
来的废墟地、臭水沟变成了城市临江台、
市民休闲地、游客打卡点。

汉阙广场旁的原县文化馆，也被改

建为忠州展览馆。通过实物还原、数字
化再现、交互体验等方式，融合“新”与

“旧”元素，集中展示老街所蕴含的“忠文
化”、“汉阙文化”及三峡移民历史。

作为重庆仅存的两处明城墙之一的
老街东门城墙也得到修缮，这一见证忠
州历史文化的载体再次向公众展现。同
时，龙家院子、苏家梯子、大府邸、饶家院
子等也将得到修缮和保护。

此外，忠县还加強了老街整体保护、
有序利用，集中再现忠文化、汉阙文化、
儒家文化等文化历史代表性场景，让老
街可行、可观、可居、可游。策划推出一
系列文旅活动，让老街不断迸发出新的
文化活力。

“三个坚持”绘蓝图

文化铸魂促新生

市场导向添活力

以民为本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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