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022年 10月 16日 星期日

责编 屈茸 王萃 美编 陈文静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新发展理念在重庆

南岸“青砖黛瓦”亮华灯“主城花冠”放异彩

龙门浩街道地处长江之滨，南山之麓，与解放碑CBD隔江相望，占据长嘉汇城市会客厅重要位置。
近年来，街道秉持“注重人居环境改善要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

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理念，以党建为引领，以文旅商融合发展为抓手，构建党建联盟、商业联盟、服务联盟，
力促“青砖黛瓦”的前世记忆与“华灯异彩”的现代元素深度融合，创造性地推动老旧城区有机更新，激发了经济社
会发展活力。

建什么 党建联盟说了算

一幅彰显着城市传统人文风貌的生活画卷，即将再
现南滨。龙门浩历史文化街区“重庆人家·下浩里”将于
本月开放。

“重庆人家·下浩里”采用了策展式的商业共创模式，
邀请到多位原住民参与对下浩老街的文化进行续生和推
演，定制创作和精心挑选出29个极具气质的文化艺术IP，
分散于下浩老街。

涅槃重生的，不仅是下浩。近年来，龙门浩街道累计
完成一天门支路便民停车场、社区食堂、老旧楼栋电梯加
装等20个项目。马鞍山片区城市有机更新、龙门路文创
艺术街区等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

建什么，党建联盟说了算！街道将党建工作贯穿于
城市更新始终，构建一芯多元的工作体系，打造责任共同
体，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街道由社区党委牵头，联合对口联系部门、社会单
位、中小学校、派出机构、非公企业等30余个党组织组建
5个社区党建联盟，明确党建联盟引领城市更新职责，建
立服务群众等6项联建机制，让“旁观者”成为“参与者”，
切实把党建力量覆盖到城市更新领域。

街道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
通过行业会、院坝会、联席会广泛收集社区各个群体对城
市更新的意见、建议，研判、汇总、梳理成党建资源、需求、
项目“三张清单”，按照“当期可承受、未来可持续”的原则
和“留下城市记忆、唤醒故乡乡愁”的方向确定城市更新
项目，作为社区党委任期目标打表推进。

同时，创新实施党员参与城市更新“123”工作法，着
力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下功夫，让党建联盟更加
紧密地同群众联系起来，成为城市更新的“主心骨”和“定
盘星”。

怎么建 商业联盟作贡献

走进龙门浩街道马鞍山文旅小镇，80、90年代老重庆
的既视感，令人仿佛走进了时光穿梭机。古旧的茶肆、时
尚的奶茶店、“破败”的老火锅、新颖的烤肉店见缝插针、
星罗棋布，为马鞍山带来了大量的人气。

商业是城市的血脉，发展的重要引擎。龙门浩街道
以党建联盟为基础，通过深化文旅商融合发展引入社会
资源推进老旧城区改造，破解城市更新可用资源严重不
足的顽症。

街道主动摸排、梳理辖区文创门店，按照党建联盟主
导、商户自愿参与的原则，将30余家文创门店打包推介，
拍摄精美文旅宣传片30余个，吸引300余万人次关注。
在此过程中筹建商业联盟，探索建立信息互通、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良性竞争机制。

依托长江索道、重庆开埠遗址公园、龙门浩老街等丰
富的文旅资源，街道联合宣传、文旅部门通过直播带货等
方式力推“烟火人家最重庆”特色品牌和马鞍山文旅小
镇、龙门路文创艺术街区、一天门特色文创打卡地，打造

文创“强磁场”，吸引更多优质社会资源入驻。街道商业
联盟成员达到80余家，涌现出多家排名南岸前10的网红
店。累计吸引社会资金2000余万元，改造危旧、闲置房
屋80余处，有力推动了老旧城区城市更新，极大地带动了
居民就业和增收。2021年，龙门浩街道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率，列南岸镇街之首。

此外，龙门浩街道还致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商业
联盟主动吸引社会资源深度参与城市更新。

怎样管 服务联盟促发展

2021年起，龙门浩街道建成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
站等“一中心五站点”养老服务设施，投入7.5万元对25户
特殊困难老人的住所进行适老化改造，守护老人居家安
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养老服务设施社会化运
营率、养老机构医养结合率均达到100%。

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其背后，是龙门浩街道以党建
联盟、商业联盟为纽带，创新城市精细化治理机制，完善
多元参与的共治机制，打造价值共同体的务实之举。

街道由党建联盟牵头，商业联盟主导，引导社会单
位、商家、社区志愿者队伍、社会组织、高校成立服务联盟
参与辖区公益性服务，涌现出全国学雷锋优秀志愿者何
素贞等一批先进典型。社会单位为城市更新捐资捐物近
100万元，为困难群体提供工作岗位100余个。

党建联盟牵线，服务联盟参与，邀请规划师、建筑师、
工程师“三师”完善城市更新项目设计、施工内容，指导完
成山城步道沿线建筑立面提升工程等8个城市更新项目，
提出专业化意见、建议63条，让城市更新更具烟火味、更
富人性化。其中，关于保护开发马鞍山历史文脉的意见
受到区政府高度重视并召开专题会予以明确，“三师”工
作经验在全市交流。

商业联盟搭桥，中国电信与街道开发建设智慧社区信
息管理平台，与服务联盟一道构建起全域事件一门受理、一
体派单、联合处置、实时追溯和闭环问效的服务体系。

龙门浩街道金洲养老工作人员为辖区老人送上暖
心午餐 摄/郭旭

龙门浩街道 构建“三个联盟”推动城市有机更新

南山街道 产业引领打造乡村振兴“南山范本”

南山盆景一枝独秀

南山海拔500米-660米，丘陵地貌，土壤呈酸性，
土层深厚、肥沃，年平均日照1100小时左右，常年平
均温度15.6摄氏度左右，无霜期达336天，降水丰沛。

独特的林木资源和土壤气候条件，为南山培育各
类盆景提供了绝佳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南山花
卉苗木种植和盆景制作的历史悠久，南山盆景是“川
派盆景”川东派系的一脉，其蟠扎工艺跻身市级“非
遗”。

为促进南山花卉苗木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近年来，南岸斥资上千万元，在南山街道双龙村打造
出盆景花卉苗木销售展示中心，给南山盆景花卉苗木
产业经营搭建一个完备的交易平台，形成了沿黄山至
植物园公路，全长1000余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13
个盆景示范园区。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今天的双龙村已发展成为
远近闻名的“盆景村”。全村花木种植面积达2000余
亩，有花卉园林企业17家，花木大户、盆景专业户130
余户，全村花卉苗木盆景产业年产值达2000万元。
近年来，双龙村盆景赴外参展累计获奖百余次，包括
全国性金、银奖多个。

南山街道将抢抓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先行示范
建设契机，进一步夯实人才储备，利用国家级盆景大
师田一卫技术指导的优势，通过“传、帮、带”陆续培
养一批优秀的盆景匠人。同时，顺应市场需求，沿着
传统大中型盆景向小微型盆景过度的思路，改变外
界对于传统盆景单价高、门槛高、难养护等刻板印
象，建立线上线下交易平台，发展精美灵巧单价低的
小微型盆景，助推南山盆景进入“寻常百姓家”。建
立面向青少年的微型盆景、陶艺体验基地，以亲子体
验、劳动教育研学为主题，让青少年及家长逐步了解
盆景，感受创作乐趣，进一步提升南山盆景特色品牌
效益。

农文旅融合百花齐放

双龙村南山盆景一枝独秀，放牛村农旅融合百花
齐放。走进放牛村，白墙青瓦掩映于绿水青山中，阡
陌交错于锦簇花团旁，特别是每年春季，漫山杜鹃姹
紫嫣红、争奇斗艳，田园之美尽收眼底，诗意栖居触手
可得。

近年来，放牛村大力发展花卉苗木、盆景园艺、精
品民宿、乡村旅游等相关产业，顺应全域旅游、乡村体
验消费趋势，致力打造出乡村振兴的“南山范本”。

放牛村探索新的发展业态建立杜鹃园。通过“三
变”改革，以利益链条紧密联结农户、村民小组、村集
体三方，最大限度调动三方积极性，最大程度动员整
合各方资源，村集体资产和村民小组资产保值增值，
农民增收致富，实现“一举多赢”。每年的3月-5月，
放牛村杜鹃园盛开的杜鹃与绿荫交相辉映，宛若花海
仙境，成为全市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该园运行第
一年，收入便达到35万元。

当前，南山街道正对放牛村杜鹃园进行提档升
级，加大种植面积，提高客容量，增设景观点，撬动社
会资本，扩大消费群体范围，增强园区对不同人群的
吸引力。工程预计年底完工。

以“南山之麓，栖心之所”为主题的南麓民宿，是
南山上又一网红打卡地。该民宿由放牛村引入2000

多万元的社会投资，通过租赁房屋、村集体经济入股、
流转土地的方式改造闲置房屋打造。

南麓民宿秉承与自然和谐共生、道法自然的理
念，尊重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处建筑的天然融
合，匠心独运地拉近人与自然关系。在搞活经济的同
时，南麓民宿也促进了当地群众就业。现有近40名员
工中，有20余人系放牛村村民，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找一份既体面又收入可观的工作。

目前，放牛村已种植花木3060亩，其中杜鹃1200
亩、桂花650亩、观赏性桃花200亩。打造民宿50余
家，民宿年接待游客总量稳定在约5万人次，形成了初
具规模的南山民宿产业集群，成为全市精品民宿最多
的村。

■链接》》

天然气进家门
助力人居环境改善

10月13日，双龙村双燕组烂田湾片区24户82人
的农村居民家庭天然气入户开通。从此，他们告别了
几十年“捡柴烧火”的历史，和城市居民一样用上了清
洁、环保、安全、便捷的天然气。

南山尽管地处主城，但囿于地处山区的制约和居
民居住分散的实情，南山地区燃气管道建设一直相对
滞后。

今年4月，南山街道联合南山生态保护和发展中
心、天然气南岸分公司，通过一个多月的攻坚战，共同
推进完成首批居民燃气入户安装。

首批24户居民家用燃气开通后，此项工作后续将
全面铺开，为南山街道7个永久保留村的4291户农村
居民提供天然气入户，深入推进管道天然气普及，进
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切实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品
质，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同时也促进大南山地
区的优质生态环境保护。

南岸，既有都市繁华，亦存田园美景。

近年来，南岸区紧紧围绕“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要求，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重大战略机遇，聚力抓好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和先行示范区建设。

长江之滨，南山之上，南岸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的两部“火车头”正齐头并进……

南山，被誉为重庆的“主城花冠”。坐落于南山之上的南山街道，辖4个社区9个行政村。拥有重庆主城
区难以复制、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区位优势。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南山街道始终坚持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大力发展花
卉苗木、盆景园艺、精品民宿、乡村旅游等产业，顺应全域旅游、乡村体验消费趋势，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南
山范本”。

放牛村杜鹃花园 摄/郭旭

南山街道双龙村的村民用上了新开通的天然气 摄/郭旭

将文旅元素融入龙门路城市有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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