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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黑灰”变“五彩”
一个工业镇的城市色彩之变

“邮亭镇路太多，这么多年我们不仅没享
到路的福，反倒是吃够了路的苦！”三年前，居
民说起邮亭镇与路的关系时，言辞之间多是
失落与不满。

“要想富、先修路，群众怎么可能对路不
满？”2020年8月，刚刚走马上任的邮亭镇党
委书记杨茂百思不得其解，决定走上街头一
探究竟。

这一走他才发现，邮亭镇的交通干线的
确多且密，其间距短则几百米，最长不超1千
米，例如高铁和高速公路之间，就只隔一个小
小的站前广场。

流量惊人的车辆穿镇而过，留下巨大的噪
音和灰尘，长期高负荷运转下的基础设施多已
破旧不堪。整个场镇笼罩在黑灰色调中，垃
圾、沙石四处散乱堆放，大雨之后的邮亭镇更
是一片斑驳，显出某种难言的老旧颓败。

伫立街头的杨茂很快意识到，由路带来
的环境脏乱差是居民不满的表象，更深层的
原因是，他们没有享受到由路带来的看得见
的发展红利，这也是传统工业镇的通病。

2020年底，一场颇有新意的城市更新工
程启动。

先从路的更新开始——以往穿镇而过的
公路干线均为水泥路，灰尘多、噪音大，先将
这些公路“白改黑”，换成降尘降噪的柏油路。

重庆区县的很多街镇，白墙黛瓦是“标
配”，邮亭也不例外。但白墙在邮亭一个月内
就能变“灰墙”，雨水冲刷后即变“花墙”。

于是邮亭别出心裁地用高饱和度大色块
防水外墙涂料，对沿路建筑粉刷，同时将墙体

和阳台以一浅一深着色搭配，以色彩凸显立
体感。

值得一提的是，邮亭的建筑外墙改造没
有大一统，而是高度尊重民居原有设计、个性
和意见，所有改造房屋均单独设计、绝不雷
同，充分凸显了百姓民居的多元和多彩，形成
了极富识别性的“五彩小镇”特色。

邮亭镇政府院内，有一处数十年前的老
式坡顶盐业仓库，外墙皮脱落，红砖外露。在
改造过程中，仓库没有被推倒拆除，是涂上棕
红色外墙涂料，完全保留了原有形态。

最终，一堵墙面斑驳、带有强烈年代感，
却又充满现代文艺气息的“文化墙”就此诞
生，配上邮亭历史介绍，形成了邮亭一景。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个小镇的城市
更新中，比“邮亭一景”更惊艳的小游园、口袋
公园、环道公园总量达到了21个，基本做到了

“移步换景”。
“邮亭镇是大足区的工业重镇，让居民在

日常生活中享受可触摸的发展红利，感受新
时代下新邮亭的新气象，才能让居民们对自
己的家乡有真正的认同感。”杨茂说，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邮亭镇党委政府出台了《奋进
新时代新征程、奋力建设新邮亭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为邮亭镇谋划一个长远
未来。

1400名党员1400个“点子”
互动型城市更新点燃居民参与激情

与一般旧城改造的政府单向推动不同，
邮亭镇的城市更新过程充满民间烟火气，因
为这是全镇1400名党员和6万居民共同参与
的家园更新之路。

邮亭镇《方案》中的《1400名党员为邮亭

指新路》子行动，则是这场城市更新中充满烟
火气的源头。

邮亭镇党委要求全镇1400名党员在基
层搞一次调研、向党委提一个“点子”、为群众
办一件实事。这些规定并不拘泥形式，唯独
要求实地走访。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且镇级相关办公
室和村社较短时间内、投入较少人力物力即
可落实的点子叫“小点子”；涉及全镇或村社
整体发展，需投入大量资源乃至争取上级支
持才能落实的点子叫“金点子”。

接到党员任何“小点子”，邮亭镇决不走
过场，必须指派相关办公室再次实地调研；那
些具有重大价值的“金点子”，则经镇领导班
子集体研究后，列入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二
年工作规划”部分，次年作为重点工作推进解
决。

“水泥路好是好，就是雨天滑、长青苔，积
水老不干。”家住火车站社区的尹光正，在施
工队进驻他所住老旧小区修复破损路面时，
突发一句感慨，不曾想却深度改变了自家小
区乃至全镇路面铺装规范。

该社区党委书记唐春恰好现场听到了尹
光正这句话，掏出笔记本记下了。他心里清
楚，邮亭镇城市更新不是外表光鲜的面子工
程，背街面的公共基础设施更新才是重中之
重。

随后，一条“建议在小区公共道路铺装透
水性强的柏油路”的“点子”当天上报。相关
单位第二天现场碰头，在对比优劣和测算成
本后，很快拍板就按照居民意愿铺装柏油路，
且额外协调相关部门为小区增设了几十个停
车位。

消息传开，其他小区居民沸腾了，纷纷通
过社区党员提“点子”提出类似的改造要求。
镇政府则毫不迟疑地顺应民意，逐一备案居
民意见。

这种充满个性化且互动性极强的城市更
新，点燃了大家的参与热情。

居民们脑洞大开，商户聚集的街巷希望
铺石材砖，街景美的社区希望铺仿古红地砖，
甚至有居民要求种点文化竹等等个性化需
求，在基本风格统一的大前提下，均一一得到
了满足。

此后，“建议利用空地修惠民洗车点”这
种涉及城市更新的“小点子”不断涌现，“利用
农村闲置房屋装修成民宿创收”“召集本村经
商成功人士座谈定发展规划”“将邮亭鲫鱼申
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让人眼前一亮的“金点
子”也层出不穷。

“镇党委的‘真重视’，激发了全镇居民建
设新邮亭的‘真激情’。”邮亭镇党群办主任于
刚感慨，这种献点子、有回音、见效果、出成就
感的高效互动模式，让居民看到了党委政府
的诚恳态度，更让全镇党员真切感受到党员
的巨大作用与价值。

大数据创造新产业
信息化平台打通高质量营商环境路

邮亭镇城镇总规划面积9.56平方公里，
工业园区规划面积就达8.26平方公里，园区

产业员工约有1.2万余人。138家企业共同构
成了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高新产业，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已达40家，全镇工业总产值占大足
区五分之一，是大足区工业中心之一。

“镇中有园”格局激发了邮亭镇的发展活
力，引来全国各地客商，却也对当地营商环境
提出更高要求。

“邮亭人人、处处、事事都是产业环境、营
商环境、投资环境，新邮亭的发展离不开这三
个环境。”邮亭镇镇长王玥红认为，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高质量营商环境。

在这样的考量下，邮亭镇《方案》中的《优
化营商环境拓宽邮亭发展之路》子机制应运
而生。

“铺好信息路”是邮亭镇试图以大数据、
信息化手段，打通企业和政府、园区、村社屏
障、提升服务企业效率的尝试。

圣特诺公司在邮亭当地制造的一种铰
链，某个特种电镀环节需运往广东处理后再
运回，加工费和往返运费每年高达 500 万
元。这种企业纯技术环节的细节，以往外界
绝难知晓。但邮亭凭借扎实的大数据基础，
不仅掌握实际情况，并且还匹配到附近的智
伦电镀公司可能具备这一加工能力。

镇政府立即与智伦公司接洽。但该公
司认为虽初步具备该特种电镀技术，但需
要投入整套新生产线。经测算，新生产线
至少需投入400万元，如业务量不足则注定
亏本。

这一难题企业无解，于是镇政府再度借
助大数据，转头又为智伦公司挖掘匹配到邻
近的大足区龙水镇、永川区大量同类电镀产
品的加工订单需求。

至此，一个崭新产业的技术、产能、需求
等诸事俱全。

镇政府最后仅仅组织各方三次磋商，就
推动相关企业愉快敲定在当地投入新生产
线，今年8月即将投产。

此举不仅解决当地多个企业的生产难
题，并为当地既有工业延长了产业链条。

“这么高效快速解决我们企业的难题，是

邮亭镇信息服务平台发挥了巨大作用。”圣特
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镇的信息服务平
台整合了镇经发办、社保所等资源，镇辖区规
上及规下100余家企业的转型扩能、用工需
求等完全实现数据化，作用特别大。

“别的不提，光是我们园区企业每年1万
多名用工需求，根本不用操心。”邮亭工业园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营商环境体现在点滴日常中，我们正在
探索更大范围、更细层面‘建设诚信路’。”邮
亭镇组织委员陈昌静介绍，为进一步让优良
的营商环境落地，该镇甚至从商品零售领域
就开始立规矩，例如对全镇诚信经营的商家，
由相关协会颁发诚信商家门牌，从“微细胞”
开始打造诚信经营环境。

政策顺口溜妇孺皆知
充满人情味和烟火气的基层治理

邮亭镇不仅是交通重镇、工业强镇，还是
农业大镇，更是重庆市首批小城镇建设试点
镇、全国重点镇。

在邮亭镇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化和
复杂性特别明显。以收集到的“小点子”为
例，既有“希望政府给家里添电器”这种略带
戏谑的诉求，也有“路边该栽种高档风景树”
这种高标准期待。

“居民的幸福感，其实大多来自身边小
事，这就要求我们党委政府提高‘基层感知
力’。”镇长王玥红说，群众生产生活中不易察
觉的细节性、苗头性问题，以及现行政策无法
触及惠及的部分群众特殊困难，都是需要党
委政府及时感知和关注的重点。

邮亭镇的做法是利用镇驻村干部、村干
部、村支两委成员、党员、村民代表、网格员作
为基层群众异常情况“瞭望者”，推行《提升基
层治理水平夯实邮亭幸福路》行动。

为此，邮亭镇将高龄独居老人、遭遇家庭
暴力的妇女儿童等8大类人群，划为重点关注
人群。各类“瞭望者”须加强日常走访，力求
提前预警、提前干预和处置，杜绝小事演变成
大问题。

除提升“基层感知力”，邮亭镇还力求加
大“政策渗透力”，即通过“书记喊话”机制，将
上级政策浓缩改编成顺口易记的内容，由各
级党支部书记录音后，通过各村社96处广播
和36台宣传车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滚动播
放。

“各位父老请听劝，莫要野外乱烧火，引
发山火要坐牢，莫要私自下河沟，特别管好自
家娃，出了大事难交代。”类似的顺口溜好懂
易记，人人都能背上两句。

“在邮亭镇，群众对各种政策顺口溜耳熟
能详，知晓度极高。”于刚表示，这种贴地气的
传播方式打通了基层政策宣传“毛细血管”，
其实际作用甚至大于此前的院坝会。

“群众积极参与的基层治理才有生命力，
让群众积极参与的秘诀就是让他们享受到新
时代发展带来的各种现实红利。”杨茂认为，
充满人情味和烟火气的基层治理，让邮亭镇
居民信心满满地参与到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过
程中。

邮亭：一个渝西工业小镇的勇气和探索

足航钢铁的员工在查看钢材质量。
特约摄影 瞿波/视觉重庆

邮亭镇某公司的机械手智能设备正在作业。
特约摄影 瞿波/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陈波

在大足区乃至重庆市，邮亭
镇均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自秦汉时起，邮亭就是成渝
两地的交通咽喉，古名“邮驿铺”，
是成渝古道“东大路”九铺之一；
时至今日，邮亭镇境内成渝铁路、
成渝公路、成渝高速公路、成渝客
运高速铁路专线等交通干线密集
交错，是大足区工业重镇。

因路而兴的邮亭镇，在时代
的推动下，也曾因路而惑——
9.56 平方公里的城镇总规划面
积，被“两横四纵”六条交通干线
切割为不规则井字形，其中工业
园区规划面积又占据8.26平方公
里，发展处处受掣肘。

在新重庆建设中，邮亭镇该
如何实现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
堡”，为大足、重庆乃至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发挥出应有的作
用？

邮亭镇以新时代守正创新的
智慧与勇气，紧贴当地特色禀赋
及现实需求，让群众享受新时代
发展红利，在个性化城市更新、信
息化促党建、大数据助推工业发
展、多元化社会治理等众多领域，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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