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南幅员面积广大，是主城都市
区中心城区的绿色生态屏障。在实
施城市提升行动计划中，巴南区坚持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持续做好
生态保护和修复，使城市生态品质持
续提升。

说起花溪河，不少人会想到清朝诗
人赵御描写花溪河美景的《龙滩溪》一
诗：“石峡波光绿上衣，溪边只少鸳鸯
飞。日月正欣黄泥板，妙载诗人一舸
归。”如今，这一盛景将重现花溪河畔。

作为“两江四岸”的重点项目，花
溪河湿地公园片区项目全面建成开
放，全长2.4公里，总投资约1.2亿元，
是一个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休闲
游憩于一体的江滩河口湿地公园，沿
河修建了包括花溪趣径(山城步道)、

湿地景观、桃花溪、飞虹卧波等配套
设施，已成为沿线居民和游客休闲游
憩的好去处。

巴南区还启动了主城区“清水绿
岸”治理提升首批项目——花溪河综
合整治项目，累计完成投资约23亿
元。黄溪河、一品河“清水绿岸”治理
提升项目已开工。

今年，巴南正全面推进约23公里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加快贯通工程李
家沱段、延伸工程巴滨绿岸段项目建
设。加强城市易涝点位整治，切实做好
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进一步提升城市韧
性，稳步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有序推进
娄溪沟片区排水管网新改建项目、市公
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应急医院配套污水
管网项目，持续推进巴南城市品质提升。

以创造高品质生活为引领

巴南 城市品质上台阶 大城魅力竞绽放
推进约23公里“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启动鱼胡路口等11个严重拥堵节点的整治改造，加快推进渝黔复线高速公路连接

道、新燕尾山隧道一期、轨道交通18号线和24号线等重大项目建设，新增老旧小区改造85.47万平方米……巴南的城市面貌

可说是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

近年来，巴南区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切实担当新发展使命，围绕“国际化、绿色化、智

能化、人文化”目标，大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城市居住环境、生态环境大幅改善，城市承载能力、人文底蕴大幅提升，山水人文

巴南的大城魅力竞相绽放。

老旧小区改造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是
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巴南区狠
抓老旧小区改造，让城市变得越来越舒适宜
居，小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大幅
提升。

“现在，我们小区可是周边人羡慕的对象。”
走进位于李家沱渝纱社区水轮村居民区，浓烈
的邻里气息会马上感染身边的所有人。

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水轮村家属区，
是重庆水轮机厂职工保障住房小区之一。随
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水轮村家属区的基础
功能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绿化景观配

置不合理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影响了居民的
生活品质。

去年起，巴南对该小区进行了改造，按照
小区居民意愿，增设户外扶手、修缮小区楼栋
扶梯、增设楼栋感应灯，对所有屋顶进行整治，
解决屋顶漏水问题；并依据小区原有长廊打造

“水轮机厂文化长廊”，把水轮人的人文精神融
入老旧小区改造之中；在长廊四周打造小区休
闲娱乐区域，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邻
里们提供话家常、促感情的场所。

“2021年，我们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49.82万平方米。”巴南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巴南区将继续坚持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群众参与老
旧小区改造决策，老旧小区新开工建设85.47
万平方米，涉及33个小区，惠及9000余户群
众，让大家生活环境更加舒适、更加宜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城市建设中，巴南
区还大力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开工建设102.9
万平方米的装配式建筑，正在推广装配式农房
试点工作，加快农房建设现代化；竣工绿色居
住建筑面积303.97万平方米，绿色公共建筑面
积43.13万平方米，竣工绿色建筑面积占竣工
建筑面积比重达到95.96%。

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是一个高品质城
市的标配。为此，近年来，巴南区将完善城市
道路等基础设施，作为城市提升的重中之重。

2022 年初，世界最大跨度的公轨两用
钢桁梁斜拉桥——重庆白居寺长江大桥正
式通车。白居寺长江大桥工程项目是重庆
市“七横线”跨越长江的控制性节点工程，
东起巴南区内环快速路太阳岗组合立交，
西至大渡口区陈家阁立交，全线长约3.7公
里，将巴南、大渡口、九龙坡、江津等四区
串联起来，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近年来，巴南区争取市级支持，紧紧围绕
建成重庆中心城区南向综合交通枢纽的总体

目标，相继启动白居寺长江大桥、轨道交通18
号线、南环立交改造、新燕尾山隧道、渝黔复线
连接道、李家沱南引道、轨道交通24号线、轨
道交通27号线、渝南大道D段南段等重大交
通项目建设。

同时，巴南区不断加密城区路网。2021
年，共建成市政道路建设21条，共计28.642公
里。打通断头路5条，制定《断头路建设计划
（2022-2024年）》。启动人行天桥建设4座，
建成山城步道（花溪步道）20公里。

今年，巴南区将继续加快推进渝黔复线
高速公路连接道、新燕尾山隧道一期、轨道交
通18号线、24号线、27号线项目建设；完成
鱼胡路口等11个严重拥堵节点的工程改造

打造；力争茶惠大道、新燕尾山隧道（二期）、
鹿角隧道及其东延伸段开工建设。并投资
26.92亿元加密城区路网，建设次支干路56
条，77.68公里；投资5.67亿元，打通小南海周
边、花溪河北岸滨河道中段等断头路4条，建
成金竹停车场、滨河停车场等小微停车场6
个，新增停车泊位800余个，启动李家沱恒大
城公园地块等 4 个停车场建设，新增泊位
1191个，进一步提升群众出行水平，着力打
造“马路上的老城区”。

“可以说现在制约巴南发展的交通瓶颈正
在打破，‘肠梗阻’道路也在快速疏通，市民出
行将更加的便捷高效。”巴南区住房城乡建委
相关负责人说。

改造老旧住房 居住环境更优越

完善基础设施 城市生活更便捷

治理两江四岸 城市生态更优良

巴南被称为“老巴县”，缘于其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推动城市
更新提升过程中，巴南把丰富文化
内涵、提升城市人文品质放在突出
位置，大力推动传统历史文化有效
保护、活化利用、创新发展，努力实
现自然与文化水乳交融、历史与现
代和谐共生。

去年11月，市民期待已久的道
角1979文创艺术社区开园试营业。

作为原重庆机床配件一厂，其凝
聚了一代人的青春与回忆。改造后，
这里汇聚了轻食、泰餐、网红小吃、街
头酒吧、密室探险、星光集市等，各种
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应有尽有，将
有望成为巴南又一网红打卡地。

同时，巴南还保护修缮了南泉抗
战旧址群，彭氏民居、朱家大院、覃家
大院等历史文化大院，建成开放解放
重庆历史陈列馆、木洞传统风貌街区
首开区，完成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划定评审。巴
渝文化研究基地落户。

在传承城市文脉上，巴南大力弘
扬木洞山歌、接龙吹打、鱼洞乱针绣等

非遗品牌，培育市级非遗保护示范基
地、传承教育基地8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75个。

在激发城市活力上，巴南把展示城
市魅力与办好大型活动赛事相结合，以
华熙国际文化体育中心和南温泉景区
环境品质提升为抓手，成功举办中国杯
花样滑冰大奖赛、重庆市第24届菊花
艺术节、重庆国际半程马拉松等赛事活
动，先后接待游客500余万人次，城市
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巴南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巴南区将全面落实
缓堵促畅行动，推进城市交通建设，
加速公共停车场、山城步道、人行过
街设施等项目建设，提速实施老旧小
区和棚户区改造，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水轮机厂等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全面
推进“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和黄溪河、
一品河“清水绿岸”治理提升项目，让
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游，更好服务人
民高品质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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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街区升级 人文品质更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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