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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专家热议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

从入选人居奖，看重庆如何提升城镇功能品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进以区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公布的“2023年中国人居环

境奖拟获奖名单”中，我市渝中区戴家巷老街城市更新项目、重庆
经开区广阳岛生态修复项目、梁平区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等

6个项目入围，数量居全国第一。
近年来，我市在改善城乡环境质量、提高城镇总体功能、加快

区域协调上，有哪些成效亮点？未来还有哪些重要举措？两会期
间，记者邀请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就此进行
了探讨。

重报圆桌会

嘉宾
市人大代表、黔江区委书记 徐 江
市人大代表，梁平区委副书记、区长 陈孟文
市政协委员、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政协主席 任 强
市政协委员、市住房城乡建委物业
监督管理处处长 居 梁
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乡村发展
研究所副研究员 唐丽桂
主持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栗园园

【案例】

优化生态
构建高品质生活空间

渝中区戴家巷，这里人来人往，一幅幅墙
体彩绘融入了火锅、吊脚楼等城市元素，与沿
街商铺、围墙栈道相映成趣，弥漫着浓浓的山
城味、烟火气。

“优化自然生态，打造更舒适宜居的生活
环境是提升中心城区功能品质的重要抓手。”
居梁说，我市印发了《重庆市城市更新提升“十
四五”行动计划》，从生态宜居、基础设施完善、
绿色低碳转型、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不断优化
城市形态、自然生态和功能业态；重点实施了
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更新及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因地制宜改造了一批老厂区、老街区，利
用荒坡空地增设口袋公园，精心打造“金角银
边”，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其
中，作为中国人居环境奖获奖项目之一的渝中
区戴家巷老街城市更新项目，就是在保留老旧
建筑原始风貌的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重塑区域功能、调整产业业态，让破旧棚户区
摇身一变，成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
标。

“围绕‘人民城市人民建’，梁平在推进新
型城镇化进程中，坚持以‘小县大城’试点建设
为抓手，聚焦提升城市承载力、集聚力、辐射
力，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双50’重庆郊
区新城。”陈孟文说，近年来，梁平以城带乡，促
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努力实现城
乡空间、基础设施、资源要素、公共服务等一体
布局、融通融合、均衡均等。例如，梁平区双桂
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通过开展流域海绵城市
建设，打造安全韧性绿色宜居的新城区，获得
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奖。

任强表示，近年来，秀山结合锰污染综合

治理，大力推进美丽宜居示范乡镇建设，全面
提升城乡品质。以涌洞镇为例，当地在河坝、
野坪等村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试点，通过发
动群众、清理卫生死角、更换绿植等措施，让村
庄焕然一新。如今的涌洞镇，民居房前屋后
干净整洁，村道两旁樱花、紫薇、银杏等观赏
树木依次排列，村民因地制宜发展农家乐，鼓
了腰包、暖了民心。接下来，秀山将围绕河流、
森林等生态系统，不断完善水系生态廊道、山
系生态屏障，拓展“一水三山”城市绿色生态空
间，通过梅江河串联城郊生态林带与城中公
园，助推城市更新和集镇改造，绘就和美乡村
新画卷。

整合资源
促进城乡优势互补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
一体，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明显。今年，我
市将出台实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一步优化
城镇布局。各地该如何发挥好载体作用，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

代表委员们认为，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格局，是打破城乡地域限制，推动

城乡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关键。
在徐江看来，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应加快

提升县域经济的承载力。为此，黔江将加快推
动城市扩容提质，以公共服务中心整体搬迁为
引擎，带动完善武陵山机场、高铁站场等重点
区域配套功能，推动“魅力老城、活力新城”双
提升；统筹推进重点乡镇设施、服务、产业、品
质、治理“五大提升行动”，加快构建“中心城区
为核心、边贸集镇为补充”的集散服务体系，因
村制宜壮大“四稳四兴”特色高效农业体系，拓
展“强村富民”途径。

当前，秀山正加速推进“小县大城”试点建
设。任强表示，未来，秀山将以打造市级高新
区、现代农业园区、特色小镇等城乡产业协同
发展平台为载体，汇聚城乡发展要素，吸引城
市资本下乡，加快形成绿色工业、特色农业、现
代服务业的产业格局；发展农村电商，促进“电
商＋”产业融合发展、城乡电商均衡联动发展，
构建城乡物流体系；通过以城带乡、产城融合，
优化空间产业布局，形成大中小企业共生共赢
的发展格局。

陈孟文表示，梁平将牢牢牵住产业这个
“牛鼻子”，以创建国家级高新区为牵引，不断
提升产业集聚能级，做大做强预制菜这一主导
产业，推动预制菜产业原材料供应基地建设和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力争到2025年建成预制
菜产业原材料供应基地300个；带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培育农业龙头企业100家、合
作社与家庭农场1000家。

“应形成‘小城镇-县城-中心城市-大城
市’梯次发展格局。”唐丽桂非常赞同各位代
表、委员的观点，她认为，城镇与乡村是相互促
进、相互融合的，特别是以区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可以实现农业人口就近转移，
培育新的消费市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为乡
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数智赋能
提升城镇乡村善治水平

围绕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增
强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城镇乡村善治水平？

“推进大城智管、大城众管，是让城市治
理更加精细化的有力举措。”居梁说，近几年，
我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聚焦“楼道革命”“环
境革命”和“管理革命”，同步统筹社区服务提
升，探索由社区党组织带领，群众共建、共治、
共享的管理格局，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接下来，我市还将逐步推动以街道为单

位、社区为单元，因地制宜分类试点规划建设
现代社区；坚持党建统领，遵循人本化、绿色
化、数字化，以基层智治、山水宜居、“一老一
小”、产业创新、文化活力等九大场景为抓手，
打造一批高质量发展、高标准服务、高品质生
活、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的现代社区美好
家园。

两会期间，陈孟文注意到，数字、数据成为
代表委员们口中的高频词。“接下来，我们将强
化数字技术在城市管理、乡村治理中的运用。”
陈孟文表示，围绕智慧城市建设，加快构建城
市运行态势感知网，积极拓展垃圾处理、窨井
盖管理、停车等应用场景，推动城市治理“一网
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多维融合，让城
市变得更加安全、更加智慧；聚焦乡村治理，积
极搭建数字化平台，将村级公共事务管理、村
民办事流程、村务服务、决策参与、村民自治、
村务监督等内容统一纳入平台管理，建立数字
乡村治理长效机制。

徐江表示，黔江将走好“教育、医疗、文旅、
交通、金融+N”高品质公共服务融合之路，推
动渝湘高铁、武陵山机场建设，加快打造武
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引进主城区优质教育
资源，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深入推进重庆市第
二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建设，构建辐射
片区的区域消费中心；高质量打造城市大峡
谷、白垩纪恐龙谷两张“金名片”，推动文旅融
合互促。

唐丽桂建议，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创新推进政治、自治、法治、德治、
智治“五治融合”，探索“党建＋网格化”乡村治
理模式，形成联防联治的乡村治理合力，不断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优化自然生态，打造更舒适宜居的生活

环境是提升中心城区功能品质的重要抓手。”

■“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

局，是打破城乡地域限制，推动城乡资源整合、

优势互补的关键。”

■“应形成‘小城镇-县城-中心城市-大城

市’梯次发展格局。”

■“创新推进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

‘五治融合’建设，探索‘党建＋网格化’乡村治

理模式。”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旧物件堆砌的景观小品、宽敞的
健身步道、平坦整齐的草坪……1月
22日，北碚区天和苑小区门口，刚建
成不久的新生口袋公园成为市民共享
的绿意空间。“家门口就能逛公园，安
逸。”说起环境的改变，带着孙子在公

园玩耍的天和苑小区居民孙晓玫啧啧
称赞。

新生口袋公园紧挨着主干道，过
去是一处封闭的绿化带，草地、花卉被
栅栏围了起来，只能远观。“以前，最近
的市政公园离我们小区有一两公里，
每次带娃过去要走10多分钟，特别麻
烦。”孙晓玫说，他们曾向社区反映过，

希望能在小区附近增设一处市民公
园。

北碚区城市管理局将这一建议纳
入民生清单，依托现有的绿地生态，新
建、改造了步道系统，并在沿途增设了
座椅、健身器材等休闲游憩设施，满足
周边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游玩、运动健
身的需求。

“现在下楼就能带娃玩耍，还能散
步、健身，‘零距离’欣赏花卉绿植，小
朋友特别开心。”说起这些变化，孙晓
玫高兴不已。

公园一侧，由废旧轮胎、花盆碎片
堆砌的景观小品透出一股“朴素美”，
为公园增添了别样景致。北碚区城市
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公园
打造中，融入了“低碳绿色”理念，利用
周边绿化带的废旧竹木、从居民家中
回收的老旧物件进行创意设计，既美
化了环境，又向居民倡导了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

“单一绿化带变身口袋公园，漫步
其中，心情特别舒畅。”每天都要来公
园“遛弯”的市民刘海宁感慨，封闭的
绿化带、草地敞开后，感觉风景就在自
己身边，触手可及。

据了解，去年，北碚区共完成白鱼
石公园、康体公园、新生公园等城市公
园和口袋公园建设，推进美好环境与
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北碚：

封闭绿化带变公园 美好风景触手可及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日前，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就
“彭水-南沙邮轮母港展示中心”和彭
水县城夜景灯饰改造提升等项目推进
事宜举行了座谈会。

未来，该县将依托“山、城、江、
桥”，动静结合丰富游、玩、品、观文旅

场景，以灯光形式展示好彭水独特的
乌江文化，打造“彭水之约·梦境乌江”
光影画廊，助力加快建设具有民族特
色的国际知名旅游城市。

彭水有苗族、土家族等33个少数
民族，其中，苗族人口30多万人，是重
庆唯一以苗族为主、全国苗族人口聚居
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近年来，彭水

依托“世界苗乡”民族特色，大力实施全
域旅游和“旅游+”战略，按照“品牌引
领、活动助推、全域建设、跨县联动”的工
作思路，全面梳理具有彭水特色的苗族
文化元素，融入游、购、娱、住、行等旅游
产业各个环节，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2011年，首届中国·彭水水上运
动大赛在彭水开幕，中国摩托艇联赛
首次走进西南地区并落户彭水。赛事
的成功举办，为当地带来知名度、美誉
度的提升。

此后，彭水坚持举办中国乌江苗
族踩花山节暨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
赛（简称“一节一赛”），以赛事活动引
领全域旅游发展。截至去年，“一节一
赛”已连续举办12届。彭水阿依河景
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景区；乌江画
廊、摩围山、蚩尤九黎城成功创建国家
4A级景区；鞍子罗家坨苗寨、善感周
家寨、太原泉水渔成功创建国家3A
级景区；摩围山创建市级旅游度假区；
九黎城、摩围山被评为重庆市中小学
生实践教育基地。

借助美丽风景，彭水积极推动田
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
在全县打造出25个乡村旅游示范点，
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如今，旅游业已成为彭水第一支
柱产业，年接待游客达2400万人次，
实现年旅游收入130亿元。

彭水：

文旅融合打好苗乡牌 年旅游收入达1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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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图片除署名外由记者崔力、郑宇、尹
诗语，见习记者李雨恒摄/视觉重庆

‘‘

彭水县蚩尤九黎城，璀璨的夜景扮靓了整座苗城，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览
观光。（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赵勇/视觉重庆

北碚区蔡家岗街道汪家堡社区，“口袋公园”里的各种创意雕塑。（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徐江 任强 居梁 唐丽桂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