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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自身文化密码 做优做强“三大景区”

江津中山镇 水墨古镇添新韵 推窗山色入画来
静静流淌的笋溪河畔，三五个衣

着朴素的老人围坐木桌旁，旁若无人
地拉着家常，与一旁游人如织的中山
老街交相辉映，三言两语间仿佛时光
回溯，旧日光影再现。

江津中山镇位于江津区南部，地
处渝川黔生态旅游金三角，该镇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先后获评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国家园林城镇、中国最美小
镇、中国最具特色名镇、全国十佳美
丽宜居小镇、首批国民休闲旅游胜
地、中国十佳全域旅游示范镇等。

近年来，中山镇厚植丰富的文化
底蕴，围绕全镇“1257”发展思路，聚
焦“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美丽宜居”
三大主题，全面激活农文旅融合发展
活力，把全镇建设融入到新时代新征
程新重庆建设中去，走出了一条独具
中山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千年古镇涅槃重生
党员争先共创美丽宜居示范乡镇

中山镇最早被外界认识，要从一
条古镇老街说起。

中山镇古时称为“三合场”，在以
前荒中坝、高升桥、龙洞场三段老街相
依相连。狭长老街连接300余家作坊
店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数千街坊
团结友爱、和谐相处。过往行商、来去
游客，对此淳朴民风无不赞许。

如今，竹编店、珍宝店、杂货铺、
酱料铺、小餐馆、老茶馆仍活跃在老
街街头。

可在2021年，一场大火导致老
街受损200余米，往日游人如织的中
山老街受到重创。

为积极修缮中山老街，让老街重
获新生，在江津区委、区政府的支持
领导下，中山镇党委、政府坚持党员
先行，团结带领受灾群众，用中山速
度再次让这条古韵老街在今年春节
期间与市民游客重逢。

“为推进老街修缮工作落在实
处，江津区区级领导通过专题会议、
现场调研等方式全程指导促进老街
修缮。”中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方面江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委、中山镇等共同组

建中山镇老街抢救性修缮指挥部统
筹调度修缮事宜，采用统规代建模
式，实现古镇格局“修旧如旧”，古街
风貌“不变味、不变样”，服务设施“提
档升级”，游客体验大提升，让古镇景
区涅槃重生展现盎然生机。

另一方面，针对火灾造成群众受
损严重，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中山镇
党员干部积极行动，坚持白天收集信息
夜晚召开专题会进行研究，设立“1+1+
N”（1名班子成员、1名社区干部、N名
机关干部）结对联系帮扶工作机制开展
帮扶工作，通过发放灾后临时救助金、
慰问金，促就业等措施切实解决群众生
产生活难题，老街修缮过程中本着以人
为本原则对群众筹资方式进行了调整，
对居民提出的修缮需求逐一寻求方法
解决，让老街居民们既满意又舒心。

同时，在市、区住房和城乡建委
支持指导下，中山镇还紧抓“重庆市
美丽宜居示范镇”建设契机，紧扣“一
深化、三提升”建设主题，解群众所
急，应群众所盼，在场镇核心最繁华
地段建设农贸市场和停车场。新建
的农贸市场，可满足广大农民进城临
时摆摊卖菜需要，100余个停车位也
可以极大缓解人车混流和停车难题，
600余平方米的小广场可满足居民休
闲健身需要。

“老街古镇修缮一新，场镇更加
完善，现在住在中山镇一点也不比城
区差！”看着涅槃重生的古镇景区，居
住在这里30年的李阿姨发自内心地
感叹。

随着古镇老街抢救性修缮完工，
节假日期间前来中山古镇的游客数
量爆发式增长，今年春节期间累计接
待游客7万余人次，五一期间接待游
客6万余人次。

“五大文化”滋养共生
走出文旅融合发展特色路

在中山镇，有这样一个故事，20
岁左右的村民刘国江爱上了大他10
岁的寡妇徐朝清。为了躲避世人的
流言，他们私奔至海拔1500米的深
山老林，自力更生，靠野菜和双手养
大7个孩子。为让徐朝清出行安全，

刘国江一辈子都忙着在悬崖峭壁上
凿石梯通向外界，几十年如一日，凿
出了石梯6000多级。

这便是享誉全国“十大经典爱情
故事”之一的“爱情天梯”故事。虽然
两位老人早已作古，但留下的爱情天
梯已然成为中山镇又一新地标。

坚持文化铸魂，大力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中山文
化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作为大四面山旅游圈重要组成部
分，中山镇历史悠久、人文厚重、山清
水秀，集“商德、爱情、红色、禅宗、庄
园”五大文化于一身。辖区内有三大
景区各具特色，分别是：建镇历史872
年，西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
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民居建筑群——中
山古镇；享誉全国的“十大经典爱情故
事”、重庆旅游新地标——爱情天梯；
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中国第四大少
林禅宗寺院——四面山少林寺。

同时，依靠群众智慧，中山镇还
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
性民俗文化活动，探索出基于古镇民
俗文化的特色文旅融合发展道路。

以群众多元化需求为导向，策划
“季季有活动·一年都精彩”节庆活
动，着力打造“千米长宴”民俗文化
节、“七夕·东方爱情节”“浪漫樱花咂

酒节”“爱情·采蜜节”等文旅品牌，提
升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

充分利用非遗资源和四季风情，
使用楹联点缀古镇老建筑，精心打造
商德文化长廊，铺设非遗摊位、提供
具有古镇特色的邮政纪念品，不定期
举行旅游主题推介会，不断丰富古镇
文化气息，焕发崭新活力。

聚焦“朝圣爱情”“古镇三绝”“长
寿之乡”等本土特色，积极推动文旅
商品创新发展，设计开发出木梳、少
林锤等一批特色鲜明文创产品，并不
断推进中山文化与新媒体、新经济、
新业态深度融合，进一步彰显“人文
古镇、情定中山”的魅力。

2020年中山古镇已成功创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接下来，我们还
将实施一批有质量、有特色、有竞争
力的文旅项目，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新
动能。”中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点项目持续推进
完善配套促进乡村振兴

3 月 21日，从中山镇传来好消
息，渝赤叙高速公路中山段项目正式
动工开建。

据介绍，渝赤叙高速公路中山段
项目路线全长65.8公里，其中江津境
外8.55公里，江津境内57.25公里。

路线起于巴南区百节，顺接五纵线渝
南大道D段，终点位于中山镇西侧渝
川省界处，与渝赤叙四川段相接。

该项目建成后，将提升中山镇内
各景区的可通达性，促进中山旅游发
展；使中山镇与外界的联系更便捷，
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无独有偶，位于长江右岸一级支
流綦江左岸支流笋溪河上游的福寿
岩水库，近日也通过可行性方案，即
将在明年动工开建。

福寿岩水库任务为防洪、灌溉、供
水，水库的修建将大幅提升临河而建
的场镇的防洪水平，并为改善区域生
态环境创造条件。按照规划，水库建
设完工后这里将变得水清岸绿、湖景
秀丽，成为中山镇又一道靓丽风景线。

近年来，立足本地区位与自然优
势，中山镇党委、政府率领干部群众
因地制宜、科学谋划、靶向施策，以重
大项目建设为突破，努力在乡村振兴
上注入更强动力。

“我们还将进一步规划重现从宋
代开始不断地在山坡上垦荒种地耕
耘而来的太和梯田，努力将其打造成
为中山镇的第四大旅游名片。”中山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太和梯田规划方案已制定
完善，未来，将以太和梯田景区的建设

为突破口，将景区、农业园区、美丽乡
村等多种利好品牌融合为一体，努力
将太和梯田景区建设成为农旅融合发
展示范区、农产品加工示范区、数字农
业示范区及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区。

围绕项目建设目标，抓住关键节
点和关键环节，中山镇正全力冲刺，
保障各项目标全面完成，为经济发
展、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紧盯上
级政策方向和投资导向，科学谋划镇
域项目建设。主动加强与上级有关
部门的沟通与对接，推动申报的项目
成功入库，力争古镇风貌整治、古镇
古庄园修缮等一批项目入选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重庆）项目库。推动大
四面山旅游景区建设，恢复重建竹径
公园，完善游客集散中心（中山）配套
设施，完成“太和梯田”景区配套项目
的前期设计工作。扎实推动楠木坪
水库建设，完成福寿岩水库和渝赤叙
高速路土地征收、拆迁等工作。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
唤新作为。中山镇将围绕江津区

“五地一城”建设目标，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续砥砺奋进、拼搏实干，
为谱写中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不
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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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山少林寺全景

修缮后的中山古镇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记
者 谢希瑶）近日印发的《商务部等
13部门关于促进家居消费若干措施
的通知》18日对外公布。通知提出，
组织开展家居焕新活动，加大优惠力
度，支持居民更换或新购绿色智能家
居产品、开展旧房装修。

通知涵盖大力提升供给质量、积
极创新消费场景、有效改善消费条
件、着力优化消费环境等四方面11
条具体措施。

在大力提升供给质量方面，方案
提出，完善绿色供应链、创新培育智
能消费、提高家居适老化水平。

在积极创新消费场景方面，方案
提出，推动业态模式创新发展、支持
旧房装修、开展促消费活动。

在有效改善消费条件方面，方案
提出，发展社区便民服务、完善废旧
物资回收网络、促进农村家居消费。

在着力优化消费环境方面，方案
提出，规范市场秩序、加强政策支持。

13部门促进家居消费
支持居民家居焕新

本报讯 （记者 苏畅 实习
生 李金倩）7月18日，我市举行道
地优势药材评选颁奖活动，16种中药
材、10个中药材基地分别被评为重庆
道地优势药材、重庆道地优势药材基
地。

据悉，重庆是全国中药材主产区
之一，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
我市中药材资源有4334种，《中国药
典》记录的552种常用中药材中，重
庆有350余种。

16种重庆道地优势药材为：
云阳陈皮、天麻、艾叶，石柱黄

连、黄精，涪陵紫苏、金荞麦，巫溪川
贝母、独活，忠县佛手，巫山川党参，
江津枳壳，垫江牡丹皮，酉阳青蒿，秀

山山银花，开州木香。
10个重庆道地优势药材基地为：
重庆旺隆黄连科技有限公司黄

连道地药材种植基地；巫山县红椿土
家族乡红椿村党参种苗基地；重庆市
静待花开丹皮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牡丹种植基地；江津区广兴镇沿河
村江津（广兴）枳壳产业园；重庆科瑞
南海制药有限公司道地中药材生态
种植基地；重庆海王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秀山山银花基地；潼南区古溪镇玉
家村地旺佛手基地；重庆三峡云海药
业有限公司红橘基地；重庆太极中药
材种植开发有限公司金荞麦、紫苏道
地优势药材基地；巫溪县丰旺家庭农
场双阳独活基地。

16种中药材、10个基地获评
重庆道地优势药材、基地

这是7月18日在希腊首都雅典郊外拍摄的野火。
全球多地近来持续遭遇极端天气，欧美部分地区气温逼近或追平历史纪

录，一些地区野火持续。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陈炜伟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
向好。如何巩固居民消费恢复态势？怎
样更好稳就业？能否实现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在1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上述
热点问题。

制定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
的政策

今年以来，恢复和促进消费的政策
举措持续显效，居民消费市场整体呈现
良好恢复态势。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金
贤东介绍，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8.2%，增速较去年同期上升8.9
个百分点，餐饮、旅游等领域消费已超过
疫情前水平，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77.2%，明显高于去年。

“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相对偏弱、基
础设施和消费环境有待提升等问题仍然
存在。”金贤东说，针对制约居民消费的
痛点和堵点，将做好完善消费政策、提升
消费能力、优化消费供给、改善消费环境
四项重点工作。

金贤东表示，将稳定汽车等重点领
域消费，并制定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的

政策；持续做好稳就业促增收的各项工
作，系统推进收入分配领域重点工作；推
进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融合
创新，培育壮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研究
制定关于营造放心消费环境的政策文
件，努力为消费者营造安心放心称心的
消费环境。

尽全力做好政策出台落实、
优化就业服务等各项工作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转段、经济恢
复、稳就业政策持续发力，就业形势总体
回暖。”金贤东说，当前影响就业的内外
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重点群体特
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面临较
大压力，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帮助重点群
体解决就业问题仍将是亟需切实办好的
一件大事。

金贤东表示，将尽全力做好政策出台
落实、优化就业服务等各项工作：增强经
济发展带动就业能力，围绕强化就业优
先的宏观调控，千方百计稳增长、稳就
业、稳物价，稳定就业基本盘；突出做好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大
服务和政策保障力度，强化稳岗扩岗支
持，充分释放青年创新创业活力，并深入
开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持
续促进居民增收，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

制，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
重，多渠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努力确保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
化运行，国民经济恢复向好。从三大需
求看，市场需求逐步恢复，餐饮、文化、旅
游等服务消费加快回升；重大工程项目
建设扎实推进，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3.8%；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各项工
作深入推进。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全球
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较多，对我国发展带来诸多影响，同
时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风险挑战，
经济持续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李慧
说，但更要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
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推动经济整体好转的积极因素在不
断累积。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
署加快落地见效，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
协同发力，各项政策接续推出，我们有
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结构持续
向优、增长动能持续增强、发展态势持

续向好，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李慧说。

有计划、分步骤地推动
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

不久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能耗
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

金贤东表示，会议作出重要部署，明
确从三个方面入手推动相关工作：坚持
先立后破，积极创造条件，要用好能耗双
控打下的坚实基础，平稳有序过渡到碳
排放双控；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
工作，实施碳排放双控，不意味着对节能
工作有任何的放松；把握好工作节奏，统
筹好发展和减排关系，根据形势发展变
化不断调整优化政策举措，确保人民群
众正常生活不受影响。

金贤东说，将有计划、分步骤地推动
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加快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

如何巩固居民消费恢复态势 怎样稳就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当前经济运行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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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地遭遇持续高温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 实习
生 司展图）7月18日，2023乡村振兴
大讲堂第五讲在重庆日报新闻传媒大厦
开讲。北京安哲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
人、主持建筑师王求安以《完全以村民为
主体的乡建实践》为题，分享了他的乡建
故事。

“在乡村盖房子，谁是主体？”王求安
抛出这个问题后，就开始讲述他10余年
来参与乡村建设的感悟和体会。

前不久，在意大利开展的第18届威
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上，来自陕西省留
坝县“四个一百”（培训百名管家、提升百
家农家乐、新发展百家民宿、推动百人创
业）工程的“新建筑形态”亮相中国国家
馆。这个地处秦岭腹地，原本偏远衰败
的小城能走向国际建筑盛会，离不开王
求安一年多的驻场设计。

在陕西留坝，村民侯静听说“四个
一百”工程后便积极报名，侯静夫妇在

网上下载了一张有罗马柱的尖顶小洋
房照片，希望自己的房子可以被设计
成这样。王求安得知他们有养殖娃娃
鱼的经历，便建议设计一套“娃娃鱼”形
状的住宅，主屋内部采用钢构，立面是
弧形设计，寓意“年年有鱼”。通过对比
小洋房和“娃娃鱼”两种风格的设计图
后，一家人选择了后者。房子建好后他
们非常满意，侯静更是骄傲地表示：“全
陕西都找不到第二栋相同风格的住
宅！”

在王求安看来，有效的乡建必须以
村民为主体，了解他们的需求，并找到他

们的闪光点。因此，在河南云台山，村民
张小伟就在王求安启发下，表达了自己
的爱好：喜欢种草种花。在王求安的鼓
励下，张小伟决定将农房改成种满花草
的小院。

“后来我回去看的时候，他家的花草
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我都觉得十分惊
喜。”王求安表示，改造村民的房子，不是
打造一个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而是要
从村民需求本身出发，让房子成为耐审
美、可延续的安身之所，同时也要充分发
挥村民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的爱好转
化为不同的业态，最终让乡村真正运营

起来、“活”起来。
王求安说，正因建筑真正服务于村

民，因此在留坝等地的乡建中，民房改造
效果非常符合村民们的心意，他们的参
与感自然也更强。

此外，在乡建过程中注重公平、传承
在地文化也是特别重要的部分。王求安
认为，好的农村建筑外观应当融入乡村
风格，而内部则应现代、舒适，更能够潜
移默化地改变村民的生活、卫生习惯。

“我相信，未来的乡村民居，一定都会是
这样的，我只不过通过设计让这个进程
加快了。”王求安表示。

2023“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五讲开讲，知名建筑师王求安分享其乡建实践：

好的农村建筑外观应具乡村风格 内部应现代舒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