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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不辍
构建文旅发展新格局

以大文旅增强城市发展能级是一篇大
文章，需注重全域化发展、全产业发展、全方
位服务、全社会参与，因势利导，久久为功。

如今，在江北嘴CBD、观音桥商圈，一
座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勾勒出整座城市
的天际线，是江北高品质发展的见证，也是
江北这座现代都市最亮眼的风景线；

在北滨路漫行步道，从石门大桥至嘉华
大桥，设置了自行车道、慢跑道和景观休憩
道，沿途兰花楹、木春菊、树状月季、三角梅、
木本绣球等各种花卉竞相开放，美不胜收；

在江北嘴滨江公园，以“色彩亮丽、四季
有花”为主题，设立了红梅观赏区、樱花游玩
区、漫步丛林带，配套有儿童游乐区、滨水观
景区、公园休闲区等，游人如织；

……
江北的城市颜值与人文气质，散落于城

市的各个角落，与每一个路人不期而遇。
接下来，江北区还将实施文旅产业“倍

增”攻坚行动、打造书香城市江北样板、制作
文艺精品“大满贯”计划、持续推进文物活化

“珍珠链”工程，以更加优质的公共文化服
务，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力
构建江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抓好文旅经济运行调度。落实经济运
行“一把手”负责制，将经济运行情况纳入干
部评优评先，对照预期目标，加强调度频次，
深入企业帮助解决困难，确保每日有推动、
周周见成效，顺利完成各项预期目标。

抓好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坚持两眼向
外，大力开展招商引资，重点围绕数字文旅、
文化科创等，扩大文旅项目有效投资；提速
徐悲鸿艺术街区、洋炮局1862等精品文旅
项目建设。

抓好品牌创建消费促进。大力推进三
洞桥风情街、徐悲鸿艺术街区创建4A级景
区。

抓好文化民生作品打造。围绕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启动艺术中心大楼功能布局升
级改造；加密布局城市自助书房；高水准办
好徐悲鸿主题作品展和龙美术馆展览；储备
一批文艺精品，打磨一批文艺精品争夺市
级、国家级奖项。

抓好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和利用。加快
徐悲鸿美术馆提档升级一期工程，启动“三·
三一”保护性改建工程，大力推进梁沱水观
音、问津门、保定门（二期）等文物修缮工程，
活化利用蜀都中学旧址、亚细亚石油公司旧
址——大班房。

抓好营商环境建设提升政务服务效
率。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

“百千万”联系服务市场主体全覆盖；加强事
前行政指导服务，压减审批材料，压缩审批
办结时限，全面融入“小江都能办”平台；加
强安全隐患排查，大力开展市场秩序整治，
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环境。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5年，力争全区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比达10%，接待国内外
游客突破60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80亿元，让自然、人文、生态、旅游与城市
发展和谐相生、荣荣与共。”江北区文化旅游
委相关负责人称。

王彩艳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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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之上，皆是生活。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

北滨路，一层金色的薄雾从江
面升起，在晨曦的轻抚下，时
尚活力的观音桥、光影交错的
江北嘴、青春多元的大九街
……一片繁华尽收眼底，人
文、艺术、时尚、潮流等在这里
交织互融，让城市之美触手可
及。

11 月 20 日—23 日，2023
重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江北
召开，来自中国、匈牙利、澳大
利亚、老挝、马来西亚、泰国、
越南、卡塔尔、新加坡、韩国、
波兰、意大利、乌拉圭等近30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名境
内外嘉宾出席，共话国际旅游
高质量发展。

作为大会东道主，近年
来，江北区“两副担子一起
担”：打造西部金融中心核心
承载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首选区，以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建设为抓手，国际品
质、重庆气质、都市颜值、文化
特质加速凸显，奋力交出文化
和旅游高质量发展高分报表，
绘就了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新
重庆的江北文旅秀美篇章。

两江似练环抱，远山如黛相望。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选区，文

旅消费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营造“诗意栖
居”的新消费场景是重要抓手。

走进江北，从东向西望去，光影交错的
江北嘴、青春多元的大九街、时尚活力的观
音桥……一个个城市地标是江北勇担“两副
担子”的生动脚注。

“千街错绣”的江北嘴，“国际范”十足。
从保定门城墙遗址的灯火通明，到重庆大剧
院、重庆科技馆两大城市地标的五彩斑斓，
历史与现代在光影间会话；从金融街天空之
境、国金中心到三洞桥风情街外街夜景，网
红场景与巴渝风情交相辉映；从6座江滩公
园、3个休闲广场，到23栋滨江楼宇组成的
十屏联动灯光秀迷人景观……17个“夜景
夜赏”观光场所人气满满。重庆大剧院目前
更是上演了3000余场国际、国内一流舞台
艺术，其中《猫》《茶馆》《大河之舞》等经典作
品，先后吸引了400多万人次观众走进剧
院，正引领着重庆文化艺术的潮流，影响着

市民审美习惯和文化消费理念，架设起重庆
与世界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

“青春多元”的大九街，旅游休闲打通城
市经脉。街区顺应城市二次更新，将废弃老
旧厂房、老旧小区改造成不夜九街等9个特
色文创项目，汇聚1000多家国内外知名品
牌和商家，文创娱乐业态占比约58%，年消
费规模达80亿元。

“时尚活力”的观音桥，引流潮流风尚。
前不久，观音桥商圈成功摘得“国家级旅游
休闲街区”桂冠，这也是该商圈获得的第8
项国家级“金字招牌”。

该商圈是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商贸
旅游、会展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合旅
游区，是集时尚产业、时尚街区、时尚文化为
一体的时尚生态群。

在这里，汇集了路易威登、古驰、蒂芙
尼、梵克雅宝等30余个全球奢侈品牌，200
余个国际知名潮奢品牌，300余个区域首
店、旗舰店，品牌聚集度全市领先；拥有世纪
新都全国首家百货类生活美学院、方圆

LIVE全市首个泛次元商业体、北城天街时
尚潮流先锋地标、星光68城市生活奢想首
站等多个标杆性商业项目，全市首个百亿级
高端商业综合体“中環万象城”、远东集团国
内第一店“远东城”将带动商圈加快“三个翻
番”发展步伐。

在这里，拥有亚洲最大的户外LED3D
裸眼巨幕“亚洲之光”、亚洲最大的室内单体
海洋馆、建北五支路主题街区“星桂坊”、单
日人气超20万的美食打卡地“观音桥好吃
街”、超级网红打卡地“潮北斑马线”，已成为
市民游客感受重庆都市文化、体验重庆时尚
特色的必选地，热度指数位列全国第三、全
市第一，入选全国十大夜市商圈、全国消费
最火商圈。

在这里，拥有全市商圈最大的公共文化
广场，历年来承接举办各类文化、旅游、展销
活动4000余场次；全国商圈首创性文化项
目——嘉陵书院，集成阅读、艺术品展览、市
民休闲等功能于一体，将打造又一文化旅游
打卡地标。

“因势利导、以城而生、以文而美、以人
而兴”，江北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选
区的旅程，意气风发、步履铿锵。

文化创造美好，美好需要文化。传承文
化、延续历史，就是走向更好的未来。、

巴子立国，秦置巴郡，汉建北府，清设江
北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赋予了江北
区“古城巴郡”的独特韵味。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汉世，郡治
江州巴水北，有甘橘官，今北府城是也。后
乃迁还南城。”

清代文人黄勋诗曰：“朗朗文星照九重，
问津那许白云封。镇安永远资神护，保定于
今际世雍。沿岸金沙随浪涌，汇川火井衬波
浓。觐阳红日东升处，恰对涂山第一峰。”不
仅巧妙地将江北古城8道城门纳入诗中，也
展示出江北厚重的城市文脉。

抗战时期，一大批军工企业迁至江北，
点亮了这座城市的工业火种，也为这座城市

注入了制造业的基因。徐悲鸿、茅盾、黄炎
培、曹禺、何鲁等众多名流寓居，更为江北留
存下珍贵的文化记忆，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
蕴。

近年来，江北实施了“文化珍珠链”战
略，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深入挖掘和保
护，并将传统文化植入到城市建设、商贸消

费、社区生活，加速推进了历史文化与城市
建设、商贸旅游、现代艺术等融合发展。

按照“修缮一批、提质一批、活化一批”
的工作思路，江北启动了最大规模的文物修
缮工程，先后完成文峰塔、亚细亚石油公司
旧址大班房、测候亭、蜀都中学旧址等一大
批历史文化遗迹完成修缮保护。

其中，“徐悲鸿美术馆·重庆”正是江北
推进文物活化利用、“开门办文化”的典型案
例。

“徐悲鸿美术馆·重庆”为市级文保单位
石家花园改建而成，自开馆以来，已连续举
办了6次高规格的徐悲鸿主题作品展，展出
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10余位中国近现
代国内顶级绘画大师约190幅次真迹作品，
场均人流达到场馆承载能力的99%。

不仅如此，江北“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更是实现了高密度全覆盖，公共文化阵地
达210个，基本建成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
圈。

在北滨路，迎着江风轻盈漫步，随棠书
苑城市自助书房书香拂面。像这样的城市
自助书房，江北已建成15个，总建筑面积近
5000平方米，全部采用自助阅读的形式，赢
得群众广泛好评。

增强文旅引擎能级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选区

营造新场景 绽放江北文旅新魅力

延续文脉 城市品质得到完美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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