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改革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中生有，是由问
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需要看到，渝中区建设早、起步快，在享受各
种先发优势的同时，也更早地步入城市新旧转换
的阵痛期，已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入存量提质增
效为主的新阶段。

改革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渝中区
以问题为导向，强化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纵
深推进“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坚持盘活“存
量”带动“增量”、带动“资产”转化“资本”。

具体来看，渝中资产盘活分为“四步走”：
第一步，摸清家底。全覆盖调查全区区属国

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形
成资产盘活明细清单，累计办理权属登记300
宗，面积38.16万平方米。

第二步，以地招商。在开发规划中明确“投
融建管运”一体化引入市场主体途径，形成成熟
化、类型全、配套强的盘活方案以地招商。

第三步，工业上楼。比如，通远大厦先后引
入重庆网润集团等19家企业，罗汉沟17号空置
厂房出租用于智能焊接机器人技术研究等，以

“工业上楼”推进渝中“寸土”向“寸
金”转化。

第四步，集成发展。在通

远大厦等区域以多元投融资系统性开展业态调
整，盘活闲置楼宇12.9万平方米；联合万科集团
在解放碑中央商务区金融服务、软件天地·数据
服务产业园等集成板块延伸配套，打造人才公寓
1440套。

数据显示，2024年，渝中累计完成盘活资产
58.68亿元，回收资金46.68亿元，实现确权300
宗、面积38.16万平方米，确权价值29.21亿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渝中区还以“楼宇论英
雄改革”，破解传统平面发展对城市发展空间的
束缚，走出了一条向高空要效益的立体发展之
路，城市经济不断向“上”生长、向“高”攀登。

楼宇能级高质增长。解放碑中央商务区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西部率先突破1000亿元；
2024年前三季度，全区累计接待游客7105.6万
人次，同比增长11.6%；游客花费655.3亿元，同
比增长12.9%；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超1.3万亿元，
金融业增加值、保费收入、绿色金融规模等各项
指标领跑全市。

楼宇品质高倍提升。渝都酒店、大都会广场
等地标楼宇实现业态调整，10万平方米楼宇载
体实现品质化改造，29栋老旧楼宇蝶变升级，新
增总部企业50家、累计达522家。

楼宇经济高速壮大。陆海国际中心等45万
平方米高端载体提速建设，楼宇载体规模超
1400万平方米，楼宇数量达到376栋，市场主体
总量突破12万户。

楼均效益高效产出。2023年新增亿元税收
楼宇3栋、总量达40栋，新增千万级以上税收
楼宇17栋、总量达161栋，楼均GDP产出突
破1.17万元/平方米，坪效产出位于西部地
区前列。

改革创新是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动力，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改革的题中之义。

渝中区作为重庆母城，是典型的老城区、旧城
区，区内居住总建筑规模2376万平方米，建设用地
面积仅17.9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3万人/平方公
里，高居全国前列。

为此，探索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现代化治理新路
子、大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安全城区是渝中的当务
之急。

为此，渝中重磅出击，打出两招“组合拳”：
一方面，渝中大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不断提

升全域城区综合功能品质。
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专项资金“撬动力”，

以12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推动老旧小区改造等城
市更新项目。比如，在大井巷片区，7800万元政府
专项债吸引社会资本下场，打造“小而精、小而美”
的后街消费场景。

市场当“主力”，创新多元投资模式。首先，积
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实施城市更
新。比如，渝都酒店改造项目，由重庆渝都酒店有
限责任公司出资约1.4亿元实施更新改造，引入西
南首家MOXY酒店，盘活约3万平方米商业载体
空间；又如，重庆大都会“蝴蝶计划”项目，由重庆大
都会东方广场有限公司投入约1.86亿元，打造成集
商业零售等五大核心功能于一体的商业空间。

其次，以“政企合作”模式实施城市更新项目。
比如金银湾184号项目，由政府出资进行周边环境
改造，渝中区城市更新公司和百瑞纪公司以“租”代

“征”升级改善内部设施，探索老旧小区改造与住房
租赁融合发展新模式。

探索新型多元投融资模式，积极推动实施股权

投资等新型融资，吸引社会投资人参与项目投融建
管运全过程。如双钢路地块项目，联合中冶赛迪集
团、市城投集团、区国资公司，投资14亿元打造黄
花园现代服务产业园。

居民唱“主角”，城市更新按需“点单”，改变政
府“大包大揽”做法，激发居民内生动力。比如，戴
家巷老街区由政府出资实施微整治、微更新，居民
自发出租或运营临街房屋、形成各具特色的小店，
前后筹集居民资金近1亿元。

另一方面，渝中强化数字赋能和“大综合一体
化”协同推进，打造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现代化治理

“渝中样本”。
比如，渝中现有网约房经营者1600余家、房屋1.6

万余间，主要分布在解放碑等网红景点区域，以及周边
居民楼、公寓内，各类纠纷、矛盾不断。

为此，渝中区探索“网约房”智慧监管改革，上线
“网约‘房—防’险阵”模型以及“一码一锁”网约房管
理新模式，累计安装网约房联网智能门锁4410套，登
记报备经营者1259家、房源13566间，成功化解涉网
约房各类矛盾纠纷827起。

又如，渝中持续完善人大“531”预算审查监督
机制，推动完善预算公开评审工作，评审项目52
个，涉及金额7.2亿元，督促区财政收
回两年以上的上级专款和本级项
目结转4.65亿元，统筹安排用于
民生改善、产业结构调整等关键
领域。

高品质生活绘就新画卷

民之所望，改革所向。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
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近年来，渝中区改革实践“民生味”十足，在“为
民造福”中提升改革含金量，在“急难愁盼”中找准
改革切入口，在“破堵纾困”中提升改革获得感，着
力展现“民生标杆”水准。

具体来看，渝中聚焦群众生活所“需”、企业发
展所“要”，加速打造涵盖就业创业、体育、养老等城
市综合服务的“10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

10分钟，对于渝中而言，不只是时间尺度，更
是一把衡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标尺。

比如，针对渝中区居住人口密度大、经济活跃
度高，但地形错落、坡陡、弯多、路窄、停车位少的现
状，渝中区自2020年在全国、全市首开“小巷公交”
3200线路、3208线路串联背街小巷，解决群众出
行的“最后500米”。

2024年，渝中又新开通全市唯一一条“小巷公
交—便民健康专线”3238线，盘活重医附一院周边
停车资源，让市民享受到更加便捷的就医体验。

目前，渝中共开行小巷公交8条，投入小型公
交运力25台，为上清寺、两路口、化龙桥、石油路片
区近200万居民提供便捷出行。

同时，渝中还着力创建“老小”美好生活空间，
已建成小型化、嵌入式养老机构33家、养老服务中
心（站）79个，社区老年食堂27个、托育机构43家、

托位数2283个。
此外，渝中在商业服务供给方面实现破题，社

区商业总面积近100万平方米，社区商业经营网点
7000多个，多元化满足日常生活消费需求。

特别是，渝中还充分用好楼顶天台等城市“金
角银边”，加强体育服务供给，打造社区体育公园8
个、健身步道50余条、支持建设社会健身房50余
个，安装各类健身设施6000余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渝中还持续强化就业保
障，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155人次，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1572万元，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
就业创业 2.23 万人，“渝职聘”平台企业入驻数
2455家。

高效能治理探出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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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从
全面部署到纵深推进的重要之年，是改革攻坚突破的奋斗之年。

这一年，渝中区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向改革要空间、以改革破难题、靠改革增动能，
勇当全市加快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区的探路先锋。

改革改得好不好，成效最能说明问题，数字就是最直观的体现。
今年以来，渝中区落实“首席数据官”制度，高频多跨事件流程图总量达455张，完成贯通配置133张，累计贯通应用92个；
国企减户瘦身16户，减亏4户、扭亏2户，盘活国有资产账面价值58.68亿元，回收资金46.68亿元；
“小巷公交”获评全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和绿色出行典型案例，人大“531”预算审查监督机制督促收回两年以上的上级专款和本级

项目结转资金4.65亿元……
亮眼的成绩背后，是渝中区积极探索首创性、差别化改革的勇气，是大胆试、大胆闯、大胆改的魄力，是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的决心。
当前，渝中区正凝心聚力、集中攻坚，持续打造“全市前列、全国影响力和渝中辨识度”的改革成果，以渝中一域改革实践为重庆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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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小巷公交为群众出行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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