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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近日，重庆首批“现代社区”试点
项目公布，渝中区重庆天地入列其中。

未来，渝中区将以“一统三化九场
景”为指引，打造党建统领新范例、高
质量发展新载体、高效能治理新标杆、

高品质生活新样本，进一步提升渝中
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打造全市现代社区样板区域和城
市治理现代化先行示范区。

“现代社区”，正是渝中区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又一
创新举措。

近年来，渝中坚持胸怀“国之大
者”、办好“关键小事”的理念贯穿城市
更新始终，以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
社区、好城区为目标方向，聚焦居民群
众关切的交通、出行、居住、安全等问
题，扎实开展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性租
赁住房建设、“缓堵促畅”等惠民举措，
倾力建设人民幸福美好家园。

宜居品质方面，双钢路小区、白象
街小区上榜全国百个“共建美好家
园”；中二路小区打造“首个山地特色
无障碍老旧社区改造项目”；陆续打造
龙湖冠寓、建融家园、张家花园、万科
陆海国际公寓等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
项目。

缓堵促畅方面，4条续建轨道，8个
续建城市道路、隧道项目有序推进；盘
活闲置地新增大黄路机械停车场等小
微停车场17个，新增停车位3500个。

环境配套方面，精心打造枇杷山—

鹅岭—红岩村中部约6.3公里山脊线，
山城步道、公园绿地等配套愈发完善；
长江侧东储段、菜储段、黄沙溪片区贯
通工程竣工开放，“两江四岸”加快贯通
蝶变。

2022年，渝中区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等工作，获国务院督查激励表扬；今
年，戴家巷老街区探索“政府+企业+居
民”共同实施模式、山城巷更新项目一
体化运营方式，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可复制经验做法
清单。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渝中坚持把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
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在建设宜
居宜业宜游城市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蹄疾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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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改造
“五大片区、十大项目”

解放碑—朝天门片区

长滨路沿线项目
用地面积约50公顷，项目拟对范围内的8个地块

进行整体更新，拟建高端产业总部集群，打造比肩上

海外滩的“国际水岸”。

解放碑CBD项目
打造以重奢品牌为主的十字金街高端商业聚集

区，同步完善周边功能配套，形成解放碑核心区高端

消费集群。

朝天门市场改造项目
用地面积约5.5公顷，拟提升朝天门市场环境品

质，打造高品质经营载体，调整市场业态，提升市场价

值。

上清寺—两路口片区

中山三路项目
用地面积约16公顷，串联大礼堂、文化宫、大田湾

体育场等西南大区风貌资源，新建商业地标及高品质

住宅，提升周边环境品质及产业业态。

黄花园产业园项目
用地面积约160公顷，打造以中冶赛迪、市设计院

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产业园，集聚工业设计、工业软件

等业态，服务全市“设计名城”与“软件名城”。

菜园坝片区

菜园坝滨江新城项目
用地面积73公顷，拟建总建筑面积约126万平方

米，结合重庆站改造，带动周边整体更新，打造成渝双

城经济圈门户区TOD城市综合体。

大鹅岭片区

大鹅岭景区项目
用地面积约8公顷。拟打造都市5A级景区，拟建

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以商业商务建筑为主。

大坪片区

金银湾项目
用地面积约6公顷，拟新建居住建筑面积17.5万

平方米，新建TOD高品质住宅区。

大坪正街项目
用地面积约14公顷，拟新建商业商务建筑面积约

14万平方米，建设现代化智能化总部办公空间，打造

数字经济产业园。

煤建新村项目
用地面积约8.19公顷，拟建总建筑面积约62万

平方米城市综合体，配建五星级酒店、大户型住宅，连

片发展，提升大坪商圈能级。

母城蝶变 渝中更新

3000年江州城、800年重庆府。渝中，孕育了重庆这座城市的根，是重庆的母城。

渝中建设早、起步快，在享受了各种先发优势的同时，也更早地步入了城市新旧转化的阵痛期。

如何通过城市更新重塑发展优势，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中扛担当、显作为？是摆在渝中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近年来，渝中区抢抓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机遇，围绕宜居宜业宜游总目标，坚持“整体更新、综合整治、风貌保护”三条路径，以棚户区改造、老旧小

区改造、城市更新提升为重要抓手，全力实施“五大片区、十大项目”改造更新，持续优化城市形态、功能业态、发展生态，城市品质全面跃升。

在渝中，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变化持续上演，“老重庆底片、新重庆客厅”的崭新形象加速呈现。

针对山城地貌、旧城面积大、建筑
和人口密度高等区情实际，如何找准
症结、系统谋划？是渝中做好城市更
新的一大关键。

为此，渝中区率先探索建立起了
“指标检验—评估诊断—更新治疗—
平台支撑”工作机制，用城市体检确保
更新准度、精度。

值得一提的是，该区充分结合山
地城市特点，在体检评估中新增了

“山城步道长度”“边角闲置空间数
量”等特色补充指标，完善对老旧住

房在采光、通风等方面的性能监测，
全面构建面向山地城市体检的工作
路径。

同时，渝中区还在规划、土地、消
防、园林绿化等方面积极创新，出台
《重庆市渝中区城市更新试点实施方
案》，陆续构建起“1+1+N”政策体系，
为该区在城市更新决策部署、高位推
进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工作机制和政策体系的牵引
下，渝中区坚持以“留、改、拆、增、升”
分类推进的方式，在全域20多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迅速拉开一场城市更新
的大幕——

“留”，即保留历史遗产、保留风貌
特色，精心实施149处文物、44处历史
建筑保护修缮，湖广会馆、城墙公园楼
等一批“历史遗珠”换新重生；

“改”，即改造老旧小区、老旧商
圈、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先后推出“一
梯一道两巷两厂”等典型改造案例，累
计完成投资150亿元，完成老旧小区改
造提升400万平方米；

“拆”即拆除涉及城市安全的违法

建筑和危房、无修缮保留价值的建筑，
为城市消除隐患、腾出空间；

“增”即增加城市绿地步道、产业
载体空间、地下空间利用，补齐市政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升”即优化提升产业业态、空间品
质、防洪防火防灾能力，提升城市能级。

一套“组合拳”下来，渝中区逐渐
从以开发建设为主的外延式拓展阶
段，进入到以城市更新为主的内涵式
发展阶段，城市品质稳步提升，人文气
质不断彰显。

城市更新，既是民生工程，也是发
展工程，既惠当下，更利长远。

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渝中区紧扣
“四化”现代都市、“四区”首善之地的
建设目标，进一步加快了区域功能再
造、价值重塑的步伐，努力寻找区域发
展新的支撑点和增长点。

现代服务业引领区更有质量——
金融方面，通过对解放碑—朝天

门绿色金融大道的改造提升及文物建
筑的活化利用，成功招引中银金租、渣
打银行、大华银行等金融机构入驻，为

西部金融中心主承载区建设添砖加
瓦；

文旅方面，精心打造鲁祖庙、三层
马路等7处风貌街区，更新建设老鼓楼
衙署遗址公园等27处文旅项目，统筹
推进大鹅岭、下半城等重点片区品质
升级，实现更丰富的文旅供给，持续擦
亮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的金
字招牌。

历史文化传承区更富特色——
探索区内文物建筑的保护更新、

活化利用，“红色三岩”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荣获全国十佳案例；大田湾—贺
龙广场—文化宫片区集中焕新，再现

“西南大区”传统风貌；“十八梯·山城
巷”传统风貌区更新重生，成为国家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创新开放窗口区更具示范——
用城市更新，为开放发展腾挪和

提升各类空间载体，有序推进渝欧跨
境数字贸易产业园、重庆（化龙桥）国
际商务区等项目建设，不断提升开放
能级；实施“朝天门—解放碑—较场
口—通远门”等城市消费地标的更新

串联，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
心区。

美好城市示范区更显质感——
接续实施老旧住宅电梯加装、老

旧电梯隐患整治、“缓堵促畅”等民
生实事，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国家首批儿童友好城市的
建设试点，持续提升宜居品质和城
市温度。

随着一个又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的
加速落地，崭新的渝中正在迸发澎湃
活力。

提品质

“留、改、拆、增、升”推动全域焕新

促发展

一场颜值与价值的“双向奔赴”

惠民生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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