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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12月 30日，经过两年多精
心建设，大田湾—贺龙广场—文
化宫片区保护提升工程正式对
外开放。

该保护提升工程是重庆城
市更新提升重点项目，包括大田
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贺龙
广场（大田湾片区市政工程）、文
化宫文化风貌保护提升工程三
大部分。其中，大田湾体育场
将以建设生态体育公园为目
标，高品质打造“全民健身中
心”；新建的大田湾片区市政工
程，通过贺龙广场至文化宫中
门人行天桥，串联大田湾体育
场与文化宫，实现人车分流；文
化宫文化风貌保护提升工程将
进一步突出公益性和服务性，充
分发挥“学校+乐园”作用，更好
服务广大群众。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它是一条串起中心城区，连接重庆西站、
重庆北站、重庆东站（在建）以及江北国际机场
的铁路环线，覆盖人口至少500万以上；它是
一条连起9个千亿级工业园区，远期工业产值
将达万亿元、远期年货运量上亿吨的客货双线
铁路。

它就是重庆东环铁路。
12月30日，随着东环铁路正线及机场支

线建成通车，重庆中心城区有了首条环线铁
路，动车组首次开进了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站
楼。

城市交通的大动脉
沿线车程缩短至40分钟

“坐东环铁路列车上下班太方便了。”12
月30日，位于两江新区水土新城宇隆光电行
政总监郭飞说，自己家住南岸，开车上下班若
遇堵车，单程需要两个多小时。如果坐动车上
下班，不仅自己轻松了，还节约了出行时间。

据介绍，东环铁路沿线所经过的区域基本
上是轨道交通空白区域，因此它成为中心城区
东部槽谷地带、中梁山西侧南北向城市快速通
道，一条真正意义中心城区的交通大动脉。这
对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方便市民出行具有
重要意义。

据测算，之前，东环铁路沿线居民到重庆

东站、重庆西站、重庆北站平均车程约90分
钟，若遇堵车则要2小时，通车后，沿线车程缩
短到40分钟。

货畅其流的大通道
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东环铁路正线及其支线，直接延伸到园
区、企业、港区内部，货物在厂区可直接装运到
火车上，无需再通过汽车转运，这让沿线物流
畅起来。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东环铁路连接起团结村中心站铁路物
流基地、重庆江北机场航空物流基地、南彭贸
易物流基地及东港港区等“三基地一港区”，串
起水土、空港、龙兴、鱼复、东港、茶园、长江、巴
南、珞璜等9个工业园区。

这9个工业园区，主要发展汽摩产业、装
备制造业、机械加工、电子信息、现代医疗等产
业集群，是我市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目前，园区主要依托绕城高速实现对外货
物运输，导致中心城区交通拥堵问题越发突
出。

“铁路通到园区，这是我们期盼的一件大
事。”位于两江新区水土新城的联医医疗器械
（重庆）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主要生产医
疗防护产品，主要出口欧美等地，年运输约
300个集装箱货物。长期以来，产品运输主要
采用长江水运以及汽运到上海，再转海运。水

运运输时间太长，而汽车运输成本太高。东环
铁路开通货运列车后，产品可以直接走铁路到
达上海，运输成本将降一半，一年可节约物流
成本几百万元。

为迎接东环铁路开通，公司从今年3月
起，开始谋划将江苏、安徽一部分产能转到重
庆，增加重庆产能。明年公司将上海相关的报
关、结算等业务转到重庆公司。

大运能、经济、环保的东环铁路，将极大提
高沿线货物集结与分拨的效率，畅通物流通
道，提高运输组织灵活性，对引导城市向外拓
展、满足沿线工业企业物流运输需求具有重要
意义。

四位一体的机场综合枢纽
乘客下了列车可乘飞机

东环线机场站位于T3航站楼负2—4层，
负2层是换乘大厅，负3层是候车厅，负4层是
站台。东环铁路开通后，乘客乘坐东环铁路列
车在机场站下车后，步行就可到达航站楼，东
环铁路机场站与轨道10号线、T3A航站楼实
现无缝换乘。

“随着机场支线接入T3A航站楼，江北国
际机场正式成为集航空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公交、铁路交通运输四位一体的综合交通
枢纽。”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江北国际机场长途客运班线已有
40余条，覆盖重庆远郊及周边省市，机场大巴
可通达市区主要区域，还将接入轨道交通15
号线等线路。

“随着东环铁路接入，江北国际机场将进
一步辐射川南、川东北、黔北，以及渝西、渝东
北、渝东南地区的客流，将强化其区域性枢纽
地位，提高客流竞争力。”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中心城区有了首条环线铁路 动车组首次开进江北国际机场

重庆东环铁路带来这些改变

□本报记者 廖雪梅 申晓佳

说起重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建筑，
有三个地方不能不提：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
场——大田湾体育场、“让劳动人民打上文化
牙祭”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下称文化
宫）、见证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变迁的重庆市人
民大礼堂（下称大礼堂）。

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三处标志性建筑，由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亲自主持建设，山城人民
共同劳动参与。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其极大
地提振了城市信心、造福了人民群众。

2019年底，经历了60多年风霜、承载了重
庆城市记忆和深厚历史情感的大田湾—文化
宫—大礼堂文化风貌片区，启动保护提升工
程。大田湾—贺龙广场—文化宫片区，是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人熟知的大田湾体育场、文化宫，经
历了怎样的“手术”？如今它们盛装“归来”，给
市民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

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1952年，文化宫建成，邓小平亲自题写了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几个大字。投用后，
这里很快成为全市集会和节日举行大规模游
园活动的重要场地，每到节假日人山人海，曾
创下一天接待10万人的纪录。

“文化宫是重庆人看露天电影的地方。当
年播放的首部影片是《白毛女》，虽然放映设备
仅是台16毫米的小电影机，露天坝子却坐得
满满当当，第一场售出1.2万多张门票。”文化
宫老工作者商德伦回忆说。

与文化宫相比，大田湾体育场的建设过程
更为曲折。上世纪50年代，重庆市政府发动
机关干部和市民参加义务劳动，把抗战时期跳
伞塔旁的小山推平，将弃土填入大田湾体育场
的沟壑之中，开辟出一个群众集会广场。大田
湾体育场1950年11月开始填沟，1951年4月
中旬义务劳动结束时，参加总人数超过13.2万
人。

“大田湾体育场1951年由贺龙主持修建，
1956年3月开放投用。”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大田湾体育场的设计者尹淮，不
管是计算椭圆形的弧度，还是安排主席台、观
众入口、座位等，每个环节都亲自操刀。当时，
手绘图纸非常复杂，尹淮还为此到前苏联“取
经”。

大田湾体育场是新中国第一座甲级体育
场及现代意义上的综合体育场，不仅记录下
1965年重庆籍短跑运动员陈家全跑出手计时
10秒整成绩、平当时男子百米世界纪录的精彩
时刻，在中国足球甲A和中超时期，前卫寰岛、
重庆隆鑫、重庆力帆等足球队在此挥汗如雨，
见证了重庆足球的辉煌与沧桑。

年近8旬的市民孙永健告诉记者，1956年
至2005年期间，大田湾体育场承担了球赛、演
唱会、运动会等众多重要赛事及文艺等活动，
这里总是人潮涌动、热火朝天。

一次修旧如旧的“手术”

近些年，由于自然老化及数次改建、加建
等原因，文化宫逐渐失去了其原有风采，房屋
漏水、墙面脱落、栏杆破损等病害，不同程度影
响建筑的正常利用。

大田湾体育场情况更不乐观——因为设
计使用年限为30年，2005年看台被鉴定为危
险建筑后，这里就不再承担主要赛事。

2019年2月，市规划委员会暨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第一次专题会议审议通过
《大田湾—文化宫—大礼堂文化风貌片区保
护提升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大田湾—文
化宫—大礼堂片区作为城市更新提升工作的
重要内容，纳入渝中半岛人文中心首批实施
项目。

大剧院是文化宫的中心建筑，外观造型现
代、简练、庄重、大气，曾是重庆西南大区时期
建筑的重要代表。但是，经过后来的加建、改
建，大剧院及附属功能建筑已面目全非。同
时，由于原始建筑设计资料部分缺失，需查阅
相关资料信息并结合现状历史痕迹进行推理，
有一定复原难度。

建设者通过对建筑现场调查、勘测获得的
数据、照片进行分析，力求原汁原味修缮工程
设计，让主体建筑的部分重要材料尽可能依图
采用传统材质。

据介绍，为还原文化宫原有面貌，施工人
员清除正门处的立柱涂层后，用高压水枪进行
冲洗，恢复其颗粒感；大剧院将正门处的绿色
高反射玻璃幕墙（系后期改造）恢复为原设计
木门窗形式；剔除外墙及外立柱上的不同材质
面层，让大剧院主体恢复斩假石（又称剁斧石，
是种人造石料）面层，并聘请雕塑家恢复原设
计在正立面的工农文化浮雕装饰；考虑到材料
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在保证外观不变的前提
下，对局部材质进行提档升级，让同色真石漆
替代颜色水泥粉，同色金属屋面瓦替代石棉
瓦。

“大田湾体育场的碉楼、红墙、拱窗、白玉
栏杆等元素，充满了浓郁的‘中国风’。”大田
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文保修缮设计负责
人胡斌介绍，他们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进
行了大量的材料化学分析、化学实验、力学实
验，通过现代技术取样明晰了当年的使用材
料，力求还原当年体育场的修缮材料和修建
工艺。

同时，项目文保修缮团队的每道工艺及工
序均采用“样板先行”原则，先做样板，经参建
各方及文保专家验收合格后，再进行大面积施
工。为此，项目团队聘请上百名传统工匠参与
保护提升工作。对原有保留的木门采用传统
榫卯方式进行加固；上漆则邀请传统大漆工匠
采用地仗工艺（即在木质结构上覆盖一种衬
底，以防腐防潮）进行修缮。

古树保护也成为此次保护提升工程的亮
点。大田湾体育场建成时，曾种下上百棵老
树，其中大部分为黄葛树。此次提升“手术”仅
修缮了花台、修剪了树枝，对极个别杂树进行
了移栽。

一场惊喜连连的体验

在文物保护“修旧如旧”的基础上，大田湾
—贺龙广场—文化宫片区保护提升工程还在
完善群众体育文化功能、提升城市共享品质方
面进行了诸多尝试，让人惊喜连连。

家住两路口一带的周大爷，对于刚修好的
大田湾—文化宫人行天桥赞不绝口。他说，以
前，从大田湾体育场到文化宫要走C型天桥，
绕很大一圈才能过马路。新修了天桥后，从贺
龙雕像就能直接步行到文化宫，非常方便。

“文化宫修整一新，更加大气。大院剧前
的新广场，让我们拥有了更多休闲娱乐的空
间。”前来打卡的居民陈嬢嬢说。

据介绍，此次修缮主要针对设施功能滞
后、文化形象削弱、公共空间品质不佳、市民共
享疏离等问题进行优化、提升，使该片区真正
成为城市中心的文化廊道和绿色公共空间，更
好地服务市民步行、休闲、健身等需求。

比如，大田湾体育场除内场足球场和标准
跑道外，外广场生态体育公园还建设篮球场、
网球场、气排球场、乒乓球场和门球场、健身路
径等，相关场馆将分时段对公众开放。

为改善片区文化形象，相关方面不仅保护
修缮文化宫大门、中统楼、红星亭展览馆等文
物和历史建筑，还打造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的
文化通廊，并设置休闲设施。

为营造整体步行空间，人行天桥配套修建
了两座扶梯和三个升降电梯，方便市民出行；
统一采用灰色系的芝麻黑、灰花岗石和灰色系
洗米石，与大田湾、文化宫片区整体协调。

让群众更安全便捷地健身，是此次改造提
升工程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大田湾体育场改
造提升工程在原体育场下方挖建了两层约3万
平方米的地下车库，新建2条车行隧道、10条
人行通道。文化宫不再设地面停车位，所有车
辆停放在地下停车场内，地面大小广场完全开
放。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最快明
年底，大礼堂文化风貌片区保护提升工程有望
完工。届时，整个大田湾—文化宫—大礼堂文
化风貌片区将焕然一新，成为市民享受精神文
化体育盛宴的乐土以及外地游客了解重庆历
史、观察城市空间的窗口。

12月30日，重庆北火车站，重庆东环线开通现场，旅客们在站台留影。当日，重庆东环线铁路
正式开通运营。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12月30日，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12月30日，渝中区贺龙广场。

▲12月30日，大田湾体育场，不少市民前来健身打卡。 本组图片均由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大田湾—贺龙广场—文化宫片区保护提升工程对外开放

重庆地标盛装归来 为你开启全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