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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老社区●
国际村、嘉西村、春森路、学田湾、人和街、张家花园、金汤街、领事巷、解放西路、
红球坝和白象街社区

●历史文化街区●
湖广会馆及东水门历史文化街区、中山四路历史文化街区、李子坝历史文化街区

●传统风貌区●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白象街传统风貌区、重庆古城墙遗址传统风貌带、打铜街传
统风貌区、山城巷及金汤门传统风貌区、大礼堂传统风貌区、大田湾及劳动人民
文化宫传统风貌区、鲁祖庙传统风貌区、飞机码头—燕子岩—枇杷山传统风貌区

●山城老街区●
三层马路、胜利路、民国印钞厂、捍卫路、戴家巷、洪崖洞巴渝风情街和重庆天地

都市风情街

核 心 提 示

渝中，重庆母城、中心城区，历史与现代、繁华与沧桑

在这里交织融合，碰撞出“老重庆底片、新重庆客厅”的独

特城市魅力。

推动老城焕新颜，传承城市文脉，打造高品质生活典

范，渝中区的城市品质提升，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近年来，渝中区以入选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

为契机，坚持围绕建设“四化”现代都市、打造“四区”首

善之地的总体目标，进一步厘清了城市更新提升思路，

加快了更新提升步伐，推动产城景文旅融合、人境业和

谐统一，全面提升全区经济品质、城市品质、生态品质、

生活品质。

随着一个个更新提升项目的加速落地，一幕幕“看

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城市品质蝶变，正在渝中持

续上演。

渝中 母城焕新 向美而行

解放碑朝天门核心区：以朝天门-解放碑-通远门、两江滨江等为重点的3
平方公里，重点打造总部经济引领地、国际消费目的地、巴蜀文化体验地、国际交往
承载地。

陈旧杂乱的外立面变得时尚
清爽；无序铺陈的各类设施不见
了踪影；曲折不平的道路变得干
净整洁、平坦顺直；乱堆乱砌的边
角空地，被广场公园和活动场所
所代替……

位于解放碑朝天门核心区的
绿色金融大道一期工程完工，通
过实施空间拓展、立面改造、环境
美化、人文重塑、智慧赋能“五大
改造工程”，沿线“天上地下”面貌
焕然一新，区域品质大幅提升。

而这仅仅是渝中众多城市品
质焕新的案例之一。

近年来，渝中区坚持风貌、功
能“两手抓”，聚焦城市地标打造、
基础设施优化、城市功能完善、品
质载体建设等，有序提升城市形
象和功能品质，全面提升渝中城
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实力，着力打
造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
例。

一幅幅彰显“国际都市会客
厅”风采的品质画卷，正在渝中全
域加速呈现：

“片区建设”多点开花——
解放碑朝天门核心区建设提

速，新华时尚城等高端载体建设
加紧推进，复星国际中心项目完
工；化龙桥片区陆海国际中心成
功封顶；菜园坝重庆站正式停止
客运作业，年内有望启动改造。

“两江四岸”价值再造——
高标准、高品质推动19.1公

里岸线整体提升、贯通开放，实现
景观一体升级、业态有机植入、功
能价值再造，精心打造世界级滨
江长廊。目前，已完成74万平方
米的消落带生态修复，完工东储
段、黄沙溪段项目，珊瑚公园等6
个项目正在加速实施。

“缓堵促畅”便捷高效——
以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区、马

路上的老城区”为出发点，持续完
善桥、轨、路、隧建设。今年以来，
轨道交通9号线通车运营，5号线
一期、10号线二期、18号线、18号
线北延伸段、27号线等轨道线建

设正加紧推进；红岩村嘉陵江大
桥及红岩村隧道项目已完工；有
序开展上清寺、化龙桥、下半城片
区路网更新，梳理存量道路挖潜、
慢行设施提升等60余个“缓堵促
畅”建设项目，完成解放东路储奇
门路口等5处堵乱点交通综合治
理。

“山城步道”品牌凸显——
基本构建起115公里“一带

六横十六纵”步行系统。今年以
来，半山崖线步道渝中支线、西南
大区步道、环城墙步道已基本建
设完成，打造了一批“山城阳台”
和“山城楼台”，展示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名片。

渝中依托城市品质的持续
提升，不断突破城市能级上限，
重塑各区域板块的功能和价
值。

提升品质高度
突破城市能级，提升全域价值

今年2月底，来自清华大学、
华侨大学、重庆大学、日本早稻
田大学等7所高校的师生代表，
专程来渝中区开展了为期一个
月的城市更新主题教学实践活
动。

吸引他们的，正是渝中众多
老街老巷在重生过程中，留住的
强烈历史记忆和浓郁的市民生
活气息。

“要辩证的看待城市之旧。
旧，一方面是需要更新的对象，
但又是城市记忆、城市文化的载
体。”在渝中区住房城市建委相
关负责人看来，“留旧更新”，正
是渝中在城市更新中的选择和
坚持：留住烟火气，更新功能设
施、更新环境品质。

山城巷全面改造，再现了
“天上街市”的山城盛景；十八梯
更新归来，保留了“七街六巷”城
市肌理，承载着浓浓山城记忆；
戴家巷焕新重生，用老城墙、吊
脚楼、黄葛树重拾“烟火乡愁”，

“晚上看一片灯火，白天看一道
风景”……

近年来，渝中老街更新一条
火一条，再度印证了“人文是渝
中不可复制的竞争力”的论断，
也坚定了渝中区持续实施城市
更新的信心和决心。

渝中区的城市更新策略，实
现了从“拆改留”向“留改拆增
升”转变的跨越转变——

“留”住老街区传统格局和
街巷肌理，保留城市特有的地域
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
因，为城市留住根脉、留存记忆、
留下老味道；

“改”即对老旧小区、老旧商
业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等配套
不完善、空间利用率低的区域进
行改造，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

“拆”除涉及城市安全的违
法建筑和危房、无修缮保留价值
的建筑，为城市消除隐患、腾出
空间；

“增”强通行效率、通达便利

度，增加绿地花园、载体空间，增
强群众获得感和城市发展新动
能。

“升”指利用留改拆增加的
新空间，植入新业态、新功能，优
化提升产业业态、空间品质、防
洪防火防灾能力。

今年以来，渝中区还成立了
由书记和区长任双组长的城市
更新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渝
中区城市更新实施细则》《渝中
区城市更新实施方案》等“1+1+
N”政策体系，明确了整体更新、
综合整治、风貌保护三类更新模
式。

其中，整体更新方面，将注

重产城融合理念，以提升产业能
级为突破口，围绕城市发展和产
业转型开展统筹部署和整体策
划，以此为渝中发展腾挪新的发
展空间。

综合整治方面，将重点开展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传统商圈提
档升级、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公
共服务设施完善、公共空间优化
升级等更新工作。

风貌保护方面，将重点加强
对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
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全面
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
区、山城老街区建设实施，有序
实现特色街巷活力复兴。

涵养人文厚度
将城市记忆刻在建筑上、街巷里

今年春节刚过完，搬离渝中
9年多的李阿姨一家人，又搬回
到了大溪沟双钢路的老家。

“环境变好了，电梯也装了，不
仅生活方便，街坊邻居熟人也多，
还是老城区住起安逸。”李阿姨说，
这两年搬回来的老居民不在少数，
经常还有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城市品质好不好，生活
在这里的人最有发言权。

作为老城区、建成区，渝中
区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面
积约1076万平方米，超全区住
宅建筑总面积46%。改善居住
条件、提升宜居品质，是渝中区

老百姓的所念所盼，也是渝中城
市品质提升的当务之急。

为此，渝中区坚持将老旧小
区改造作为发展工程、民生工程
来抓，探索总结出“消隐患、补功
能、提环境、留记忆、强管理”15
字思路经验，制定52项标准“菜
单”，实行政府“送菜单”、居民按
需“点单”。

截至目前，该区已累计完成
240万平方米的老旧小区改造，
正在推进480万平方米改造提
升。今年上半年，江峡大厦、嘉
西村片区、解放西路片区等8个
续建项目已基本完工，凉亭子片
区、凯旋路片区、十八梯片区（中

兴路）等19个新开工项目建设
正在有序推进。

有限时间内，如何完成如此
庞大的改造规模和体量？

渝中跳出政府“大包大揽”
“无限兜底”的思路，通过多方筹
集、项目包装、模式创新等，努力
撬动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居民
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形成

“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的改
造格局。

老旧小区提品质，“改”是基础
路径，“管”才是持续长效的保障。

为此，渝中区深化推广“党
建+物业”管理模式，构建社区党
委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社
区物业服务中心联动机制，成立
68个社区物业服务中心，实现老
旧小区物业管理全覆盖。同时，
指导各社区物业服务中心实行

“菜单式”差异化服务，老旧社区
收费率从不足30%提升到84%，
个别社区达99.5%以上。

此外，实施棚户区改造、发
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也是渝中提
升人居品质的重要路径。

目前，该区累计完成棚户
区改造约145万平方米、2.5万
户；加快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融家园中山四路、龙湖冠寓
解放碑店、重庆医科大学人才
公寓 3 个项目投入运营，张家
花园、嘉西村 2 个项目正在加
速建设中。

今年上半年，渝中区因在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中成
效显著、成果明显，获得国务院
办公厅督查激励；双钢路小区、
白象街小区入围全国百个“共建
美好家园”典型案例。

在“致广大而尽精微”中，渝
中母城正怀揣着对高质量发展
的追求和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
踏浪弄潮、向美而行。

黄沙溪绿草如茵 摄/王欢

枣子岚垭步道 摄/唐安冰

彰显民生温度
在“逆生长”中托举家门口的幸福

渝中“一核三带六园区”功能布局

化龙桥国际商务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专业服务、新兴金融，全力打造服务
内陆开放、展现国际形象的新窗口。

总部城数字经济产业园：聚焦区块链、工业软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的发
展，全力打造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科创高地和经济新增长极。

上清寺-大溪沟创意产业园：着力发展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科创、文创、设计
等产业，构建支持“双创”发展的坚实载体。

环重医大健康产业园：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助力助推渝中建设重庆国家医
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核心区。

大坪商圈：瞄准年轻风潮、休闲娱乐、沉浸体验等业态发展方向，全力打造时
尚潮流消费集聚地。

菜园坝滨江新城：高质量谋划实施TOD综合开发，重塑城市空间形态，全力
打造城市建设新亮点、经济发展新极核。

两江滨江休闲产业带：坚持修复生态水岸、优化滨江功能、营造亲水空间，高
标准、高品质推动19.1公里岸线整体提升、贯通开放，精心打造世界级滨江长廊。

大鹅岭山脊自然生态带：植绿色本底，推动鹅岭、佛图关、虎头岩等公园生态
修复提升，塑造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魅力生态骨架。

下半城历史人文风貌带：将沿线的历史文物、风貌街区、遗址公园等串珠成链，
有机融入风貌展示、人文体验、休闲观光等功能和业态，做靓重庆“历史母城”名片。

一核

三带

六园区

感受城市记忆，渝中这些地方不要错过

城市天空之境 摄/唐安冰

戴家巷

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觉庐 摄/何超

十八梯 摄/王欢

第二届解放碑国际消费节时装秀

改造后的医学院路小区

改造后的枣子岚垭小区

王静 刘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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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