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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琴

“自从马鞍山片区拆迁，我们有很长
时间没有回来了。这里是我们的老家，
很有感情，一直想回来看看。”

4月底，50多位渝中区马鞍山的原住
民自发组织起来故地重游。他们重新抚
摸着儿时跳下爬上的大树，仔细寻找着当
年的每一处印记。

“你看，这是我以前住的枣子岚垭
114号，那时候十几户人挤在一层楼，楼
道里衣架、叉棍、锅碗、瓢盆、柜子、箱
子摆得到处都是，过人都得侧着身走。”
马鞍山原住居民吴刚说，虽然儿时回忆
是快乐的，但那时候的居住条件只能用

“糟糕”来形容。
如今，历经持续8年多的改造，投入

超过3亿元，马鞍山传统风貌区终于显
现雏形，即将再度迎来高光时刻。

居住条件糟糕
沈钧儒故居小院，挤进21户人家

马鞍山片区位于渝中半岛，地块呈
典型山城聚落空间，因形似“马鞍”而
得名。

“虽然这个片区只有 23亩，看起
来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却非常重
要。”负责马鞍山片区棚改工程的康翔
实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其西北面邻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北接重庆人民大
礼堂，是人民大礼堂传统风貌区的关键
组成部分。

这里还曾是沈钧儒、史良、李公朴、
王炳南、王安娜、茅盾等著名民主人士居
住活动的地方，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同
各民主党派、进步民主人士聚会交流的
重要场所。

大约上世纪70年代，居住在马鞍山
片区的居民以重庆各界名流、干部职工
家属等为主。

“那时候，居民可以用电、用水、用
煤，生活条件还算便利。”吴刚说，“小时
候最喜欢三五成群在这里‘逮猫儿’‘捉
官兵’‘打弹枪’，开心得很”。

“到了90年代左右，生活条件普遍
改善，片区杂乱、狭小的居住环境让不少
居民开始陆续往外搬。”同样在枣子岚垭
114号住了20多年的赵幇伟回忆说。

赵幇伟告诉记者，之后许多年，马鞍
山片区居住拥挤、建筑失修、配套设施落
后、环境脏乱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反
而越来越严重。“就拿沈钧儒故居来说，
这样一个不大的小院，就挤进了21户人
家。”

“不仅居住条件糟糕，马鞍山片区不
少老房子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情况令人
担忧。”渝中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说。

2017年，重庆印发《关于主城区传
统风貌街区保护修缮利用的实施意见》，
马鞍山片区被纳入重庆市28个传统风

貌街区和渝中区10个传统风貌区之一，
正式启动棚户区改造。

马鞍山片区启动改造后，325户居
民全部采取等价结算的方式进行安置，
包括吴刚在内的大部人都入住了九龙坡
叠彩西城小区60—100平方米的商品
房，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历史风貌回归
还原青砖黛瓦、绿树红墙

棚户区改造不但让居民实现了安
居，也让马鞍山重拾“母城”记忆，再现传
统风貌。

现在，干净整洁的石板路上，游客三
三两两结伴而过，盘根错节的百年大树，
青砖黛瓦的小院，引得行人驻足拍照。

马鞍山在推动棚户区改造时，坚持
“原貌呈现”，还原“青砖黛瓦，绿树红墙”
的历史文化风貌。

改造项目还对沈钧儒故居进行了完
整修复。走进沈钧儒故居，一楼的入口
处播放着沈钧儒的纪录片，旁边的陈列
馆展出了收集整理的抗战时期珍贵文
物。

不仅是沈钧儒故居，马鞍山片区具
有一定艺术价值、能体现重庆陪都时期
风貌的建筑也得到修葺。比如，马鞍山
30号仿歇山式屋顶、小青瓦铺面的风格
很是怀旧；31号室内有裙脚修饰，铜锁、
铜栓保留至今；63号是建筑风格，木质
大门、花木窗等都恢复了历史样貌。

经过棚户区改造，马鞍山传统风貌
街区已拥有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
文物点、2处历史建筑、2处风貌建筑，成
为传承和弘扬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统战
文化的重要窗口。

现在每到节假日，马鞍山传统风貌
街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达到1800人左右，
马鞍山以全新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
中。

“老房子”迎来新租客
将产业引入街区，培养自我造血功能

棚户区改造也让马鞍山有了自我造
血功能。

走进马鞍山28号，一栋两层的黄色
小楼映入眼帘，云仓跨境物流的工作人
员手上拿着各类资料，不时上下奔走对
接。

为了进一步完善街区功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马鞍山西区和东区分别置入
了合理商业形态。西区引入了渝新欧跨
境数字贸易产业园，着力发展跨境电子
商务，这和整个渝中区数字经济产业发
展规划一脉相承，马鞍山正积极融入新
的产业赛道。目前，已有链多多、云仓跨
境物流、赛玛特等多家企业入驻，成为马
鞍山“老房子”的新租客。

目前，东区还在建设当中，预计今
年年底完成主体施工，将引入高端餐
饮、特色民俗、休闲娱乐等商业业态，
进一步激活区域商业活力、提高经济
承载力。

未来，马鞍山传统风貌街巷将与重
庆人民大礼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联
动，实现主客共享的开敞街区，走出“文、
商、旅、城”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文物修复再现传统风貌

马鞍山重拾“母城”记忆

④

本报讯 （记者 罗芸）戴
着VR眼镜穿行在明清时期的街
道，与卡通“长寿老人”互动——
5月17日，长寿区博物馆新馆正
式开馆，并向市民免费开放。据
了解，这也是川渝地区首家系统
展示中华长寿文化的综合性国
有博物馆。

长寿区博物馆新馆总面积
超过 1.6 万平方米，由 3 个特展
厅、3个常设展厅、文创展示区、
科普社教区等组成。3个常设展
厅分别是长寿历史文化展厅、长
寿工业水电文化展厅、中华长寿
文化展厅。

长寿区博物馆副馆长张七昌
表示，新馆每个展厅均采用数字化
手段、交互式设备，让文物“活”起
来。在长寿历史文化展厅，观众可
戴着VR眼镜，在长寿市级历史文
化街区“三道拐”，可观赏明清当时
长寿街区的建筑风貌、体验当时人
们的生活日常；长寿工业水电文化
展厅用动画展示水力发电原理，
便于开展科普社教活动；在中华
长寿文化展厅，观众可通过与卡
通形象的“长寿老人”互动，更生
动地了解与长寿相关的文化和一
些健康知识。

长寿区博物馆新馆开馆

本报讯 （记者 罗芸）5月17
日，在长寿区举行的“2023年国际博
物馆日川渝主会场活动”上，市文旅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我市博物馆
接待观众1783.38万人次，今年“五
一”期间接待观众人次已超过2019
年同期。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

的重要场所。5月18日是国际博物
馆日，主题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
好生活”。5月17日，我市同步启动
重庆市第十四届文化遗产宣传月活
动。全市相关文博单位将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惠民服务、
专题展览、流动博物馆、文博课堂、走
进考古现场等十二大板块275项活

动，为广大市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
大餐。

“近年来，我市博物馆事业快速
发展，目前全市备案博物馆已达132
家。”市文旅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
全市博物馆接待观众1783万余人
次、举办陈列展览782个。以博物馆
的展品为依托，我市各博物馆深入挖

掘蕴含在历史文物中的传统文化、道
德观念和家国情怀，开展社会教育活
动7370场次，为传承弘扬中华文明，
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今年“五一”期间，全市
博物馆接待观众104.92万人次，超
过2019年同期水平。

重庆将开展275项文博活动
去年我市博物馆接待观众1783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韩毅）地名是
地域文化的载体，记录着一座城市的
风物变迁、文脉记忆。5月17日，由
市民政局、渝中区人民政府联合建设
的重庆区划地名历史文化展示馆正
式开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重庆区划地名历史文化展示馆
坐落于白象街传统风貌区，是一个集
教育、科普、展览、互动于一体的综合
性场馆，以全新的视角和形式呈现重
庆市行政区划和地名发展变化的全

景图，并通过多媒体技术和场景再现
等手段，用重庆特色地名链接起一条
历史名城的发展脉络，让游客能够身
临其境地感受重庆地名的历史和文
化内涵。

该馆共分为三层，一楼是魅力重
庆厅，主要展示整个重庆市范围内的

地名文化；二楼是活力“母城”厅，主
要展示“母城”渝中的地名文化；三楼
是潮玩星球厅，主要展示地名文化实
物、地名大数据及重庆特色地名文
化。

游客不仅可以通过大量图文、
实物、照片等，从时间和空间不同维

度，了解鲜活生动的重庆地名文化，
更能通过艺术沙盘、投影墙、查询
屏、动态仿古图影片、艺术雕版地
图、“穿越时空的自拍”等声光电互
动体验装置，全方位、沉浸式探寻重
庆地名故事，更直观地了解重庆、认
识重庆、感知重庆。

重庆区划地名历史文化展示馆开馆

□本报记者 罗芸

经历千年，仍熠熠生辉的商金面
罩、商周卷云纹金喇叭形器，仍温和
柔润的商玉牙璋、西汉“御史大夫倪
宽”子母玉印……5月17日，2023年

“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活动同
步举行“金玉良缘—川渝馆藏精品玉
器及金银器展”，其中2/3的展品属
国家珍贵文物。据了解，川渝两地通
过举办展览等多项活动，以增进两地
文博机构的交流合作，为巴蜀文旅走
廊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做出积
极贡献。

从去年开始，川渝两地开始联合
举办“国际博物馆日”活动，每年从两
地确定一座博物馆作为主会场。
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
为四川省宜宾市博物院，今年则在新
建成的长寿博物馆举行。

活动期间，重庆市文化旅游委
（文物局）、四川省文物局、成都市文
物局签订了三方协议，以完善文物保
护、科学研究、社会教育等合作机制，

联合打造推介一批具有浓郁巴蜀特
色的国家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积极
创建国家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同时举办了2023年川渝博物馆联盟
年会，并以川渝两地博物馆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举办讲座。

与此同时，从即日起川渝两地文
博机构还共同推出了多项活动，为观
众提供丰富的“文化大餐”。

——金玉良缘—川渝馆藏精品
玉器及金银器展。川渝两地16家博
物馆、文物考古院所精选各馆精品玉
器、金银器藏品200余件，在长寿区
博物馆举办为期3个月的特展。

此次展览国家珍贵文物占展出
文物的65%，有71件（套）系首次在
重庆市展出。重点展品有四川广汉
三星堆博物馆藏商金面罩、商玉牙

璋，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商周卷云
纹金喇叭形器、商周有领玉璧，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西汉“御史大夫倪
宽”子母玉印、东汉“偏将军印章”金
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明张献
忠“西王赏功”金币、“西王赏功”银币
等。

——第三届“巴山蜀水”川渝博
物馆文创展。川渝两地36家博物
馆、三峡文创联盟、四川文博文创联
盟开发制作的近千件博物馆文化创
意产品齐聚长寿。

——公益鉴定活动。为满足民
间收藏爱好者鉴定藏品的需求，加强
民间收藏文物保护传承，在重庆市文
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指导下，活动邀
请重庆市和四川省文物鉴定组专家，
面向社会大众开展公益鉴定活动。

川渝携手推出文化大餐

快来长寿博物馆看三星堆商金面罩

长寿区博物馆新馆。 通讯员 廖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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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长寿博物馆展出的三
星堆商青铜人头像、金面罩。

通讯员 肖福星 摄/视觉重庆

赵伟：90后BIM技术员的夺冠之路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310310

2023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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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勘察设计研究总院
研发（BIM）中心技术员赵伟，参加工作近
十年来，凭着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和执着追
求，立足岗位，努力钻研，积极为项目建设
提供BIM技术支撑，助力企业打造精品工
程、标杆工程。他曾荣获川渝两地联合举
办的首届建筑行业绿色建造技能大赛一等
奖、“巴渝工匠”杯2020年重庆市住房城乡
建设行业技能竞赛二等奖，其参与设计的
项目曾荣获全国冶金行业工程设计优秀成
果二等奖、重庆市第六届建筑信息模型
（BIM）应用竞赛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坚持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1992年出生的赵伟，大学期间主
修室内设计技术专业。他对专业技能
有着浓厚的学习兴趣，并在学校举办
的一次CAD制图竞赛中斩获一等奖。

2012年，赵伟进入中冶建工实习。
2013年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
中冶建工，正式开启自己的“筑”梦人生。

“刚进单位时，专科学历及专业不
对口曾让自己心存芥蒂，不过后来转
念一想，我如果付出更多的努力，也一

定能把工作做好。”赵伟在入职后不
久，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其所在部门多数同事都是建筑学的
科班出身，而他要做好本职，则需要付出更
多时间和精力。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自学
专业规范，把前辈们的作品拿来反复学习。

“导师带徒”是中冶建工的一项优良传
统。赵伟在工作中勤奋好学、虚心好问，前
辈们也总是给予悉心指导，传授宝贵经验。

2017年，赵伟开始接触BIM技术，通
过半年多的自学，以及后续的项目实操，他
逐渐成长为拥有一技之长的“BIM达人”。

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公司组织的
节能设计、绿色建筑等方面的培训，通
过持续“充电”提升自身业务技能。

赵伟注重专业理论学习和岗位工
作实践相结合，努力做到学以致用、融
会贯通。期间，他考取重庆大学土木
工程本科专业，经过业余学习顺利毕
业，实现专业知识和学历双收。

“勤奋好学”“喜欢钻研”，是同事
们对他最多的评价。

工作岗位就是历练平台

“工作岗位本身就是最好的历练

平台，我们要立足本职，发挥自身能动
性，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工作的推进
和我们自身的成长两者也是相互的。”
今年五四青年节当天，赵伟在中冶建
工勘设总院举行的青年员工座谈会上
交流分享时说。

参加工作后，赵伟凭着对本职的热
爱和踏实肯干的工作劲头，逐步参与到
项目施工图设计工作中，并且经历了多
个项目的锻炼后，其设计水平不断提升。

赵伟发现，要促进设计和施工的
深入结合，就要推进正向设计技术，形
成设计协同能力，建立数据有效传递
模式，实现建筑、结构、电气、给排水、
暖通等全专业的协同设计。

当他了解到，BIM技术可以通过
三维协同作业减少专业间合不上、不
统一的问题，同时将三维成果交给施
工方，有助于减少读图时间，使参建各
方的沟通更加便捷、高效。

于是，赵伟对BIM技术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凭借其扎实的功底，他试
着以在手项目进行实操，切实解决了
传统二维图碰撞问题。这让他尝到了
BIM技术的“甜头”，也更加坚定了他
钻研BIM技术的信心和决心。

2019年，中冶建工成立研发（BIM）
中心，赵伟加入团队中来，和同事们一起
探索BIM技术，深入推进BIM技术在工
程项目建设中的实际应用。

“看着自己参与的项目，从图纸到
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就有种成就感
和价值感。”赵伟自豪地说。

载誉而归更要坚守初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赵伟在
BIM技术实践应用方面经验的不断积
累，让他逐渐崭露头角。2020年11月，
赵伟代表中冶建工参加“巴渝工匠”杯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设行业技能竞赛，斩
获二等奖。

2022年6月，川渝两地联合举办首
届建筑行业绿色建造技能大赛，赵伟再
次出战。

备赛期间，正值赵伟进驻项目现场

前期忙碌阶段，他白天要对接项目工作，
只能利用晚上时间，以该项目进行反复
建模练习，这样一直持续到比赛前夕。

赛场上，赵伟沉着应对、一丝不苟，最
终得益于熟练的技术操作和独特的建模
技巧，他从川渝62家建筑施工、设计企业
113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荣誉面前不止步。奖项的获得，对
赵伟来说既是一种肯定和鼓励，更是一
种鞭策和激励。

赵伟作为浙江瑞安项目BIM技术负
责人，面对项目结构复杂、涉及专业多等
难题，他通过BIM建模创新读图方式，减
少了专业间翻阅图纸复核校对时间；同
时，三维模型的直观性减少了技术人员二
次联想造成的误差，提升了沟通效率。

目前，赵伟正在参与中冶建工建模
标准文件编制，为公司项目建设提供更
规范的技术标准，推进设计模型向施工
应用的有效传递，促进设计和施工各个
环节的深度融合与集成应用，进一步提
升项目精细化管理水平，努力为企业发
展贡献力量。

潘锋 余明浩 李涛
图片由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赵伟赵伟（（中中））在项目施工现场核实设计调整后的实施情况在项目施工现场核实设计调整后的实施情况

关注 5·18 国际博物馆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