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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的推进，关乎民生福祉，也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重庆市中心城区之一，大渡口区锚定建设“宜居宜业城”目标，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该区通过选定五一互助片区和民新民乐片区作为先行试点，精准布局、系统推进，逐步释放

空间潜力，提升城市品质，焕新发展面貌，为群众带来了更高质量的生活体验，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努力开创“兴业兴城、强区富民”崭新局面，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展现

大渡口新作为。

值得一提的是，五一互助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是全市首个获得国开行重庆市分行金融支持的改造项目，也是我市正式全面启动城中村改造工作的重要标志。截至2024年，大渡口区已

完成改造1629户，筹集安置房套数1754套。

大渡口 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

据介绍，五一互助片区和民新民
乐片区位于大渡口区交通与经济发展
的核心地带，长期存在着城市功能不
健全、基础设施薄弱、居民生活环境落
后的诸多问题。对于这样地理位置重
要，却困于发展瓶颈的区域，推进城中
村改造显得尤为迫切。

为推进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大渡
口区坚持“依法征收、净地出让”，集中
资源力量打攻坚战，啃“硬骨头”，一方
面建立专班推进机制，创新迭代建设
机制体制，一体统筹推进策划规划、建
设管理、招商运营等各项工作，进一步
压实责任，确保项目加快落地见效。

另一方面，该区加速启动安置房
建设，坚持以需定建，摸清底数需求，
科学确定年度计划，做好项目谋划储
备，实现“人、房、地、钱”要素流动，充
分考虑居民就业、医疗、入学、出行等
需求。每一项改造工程都力求使居民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特别是在改
善居民的住房条件和公共设施方面，

力求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按照规划，五一互助城中村确定

改造范围 2680.5 亩，拆迁建筑规模
39.66万平方米，新建安置房16万平方
米，建设安置房配套道路15.05公里。
民新民乐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确定改

造范围1113亩，拆迁建筑规模20.79
万平方米，新建安置房23.89万平方
米，建设安置房配套道路8.62公里。

目前，两个片区城中村改造涉及的
基础设施建设已正式启动实施，五一互
助片区开工道路6条，长度约2.4公里，

民新民乐片区开工道路3条，长度约
2.18公里，项目竣工后将进一步提升区
域交通便利性；片区内涉及的管线迁改、
土污调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2024年，
大渡口区城中村改造已投资入统14.47
亿元，投资完成率在全市名列前茅。

城中村改造从拆迁、安置到基
础设施的建设，每一项工作都需要
周密考虑。面对种种困难，大渡口
区通过创新的手段和举措，逐步突
破了这些难题，为项目的顺利推进
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资金筹措问题是项目顺利推进
的一大难关，如何为大规模的城中
村改造提供资金支持，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

为此，大渡口区多渠道筹措资
金，完善专款专用、封闭管理工作
机制，明确全区城中村改造专项借

款提款审批权限，严格按照程序有
序拨付资金，依法依规加强城中村
改造资金全过程监管。

目前，大渡口区已争取到国开
行专项借款 43.6 亿元，到位借款
12.61亿元，中央预算内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资金、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补助等资金 3.24 亿元，保
障了项目的资金需求。

项目推进过程中，如何保障群
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也是大渡口
区特别关注的重点领域。该区积极
强化宣传、广泛开展政策解读等形

式，使居民更加了解和支持改造工
作。同时，在改造中积极征求村民
意愿，保障村民知情权和参与权，
科学制定改造内容，在全市率先完
成项目升级优化；重视村民安置问
题，加强安置房规划设计和建设管
理工作，确保安置房在合理工期内
建成，安置房品质不低于同期普通
商品房标准，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与安置房同步规划、同步
设计、同步报批、同步建设、同步交
付使用。

此外，针对项目的统筹协调问

题，大渡口区加大了与上级部门的
沟通与协作力度。通过多部门联
动、资源整合，实现了项目推进的
高效性与顺畅性，确保了各项工作
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破解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大
渡口区不仅依靠政策创新，也通过
发布机会清单、开展项目推介等方
式，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群
众受益的良性循环。这些举措不仅
推动了城中村改造工作的顺利开
展，也为其他区域的改造工作提供
了宝贵经验。

为何而改？ 从城中之困到宜居新生

如何推动？ 从难题挑战到跨越困境

未来何在？ 从空间局限到焕新腾飞

在全面推进城中村改造的
进程中，大渡口区不仅致力于
提升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居民的
生活环境，还将目光投向了未
来发展。改造项目不仅仅是

“面子”的提升，更是“里子”的
优化。随着改造项目的不断深
入，大渡口区对这些片区的未
来规划也在逐步形成，加速打
造产城融合示范区和高品质生
活区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
向。同时，借助良好的交通网
络，两片区将逐渐发展成为功
能齐全、便利宜居的现代化新
城区。

以五一互助片区为例，在未
来规划中，将进一步推动土地资
源的高效利用，打造产业链条的
完整生态。同时，改造注重公共
空间的利用和市政基础设施的
建设，提升片区公共服务水平，
确保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

满足，为居民创造更为便利的生
活条件。此外，片区内的教育、
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也将得到
持续投入和优化，力争将该片区
打造成重庆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人产城融合发展的城市综合功
能区。

在这些具体的规划背后，最
终都指向一个目标——让每一
位居民都能感受到生活品质的
提升，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红
利。

随着改造工作的深入推进，
未来的五一互助片区和民新民
乐片区，将成为展示大渡口区城
市发展又一张亮丽名片，宜居宜
业新蓝图正在大渡口这片生机
勃勃的大地上铺展开来。

王静 王美蓉
图片除署名外由大渡口区

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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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区恒大Ⅰ分区配套道路二期3号路 摄/李显彦

大足 绘城乡新画卷 筑幸福宜居城
城市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是民

生的温度；每一项改建，每一个新规

划，都承载着未来的希望。

近年来，大足区住房城乡建委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

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锚定高质

量发展“再攀高峰”的目标，以稳步

推进城市建设与民生改善为核心，

通过精准施策、创新举措，推动城市

品质的全面提升。

如今的大足，城乡建设如火如

荼，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民生福祉稳

步提升，正以实干实绩为做靓享誉

世界的文化会客厅，建强链接成渝

的“两高”桥头堡贡献住建力量。

城市面貌换新颜
居民幸福再升温

濑溪河畔，清风拂过，映衬着水天
一色。岸边，大足区中山花园已经完
成老旧小区改造，统一更换的空调外
机罩和雨棚点缀其间，建设了小南门
水码头、中山文化长廊、永昌寨城楼雕
塑等文化节点，使整个小区焕发着整
洁清爽的气息。树荫下，居民三三两
两地闲坐谈天，孩子们奔跑嬉戏，笑声
清脆，勾勒出一幅闲适的生活画卷。

“以前的楼道昏暗，水泥地坑坑洼
洼，既难打扫，年纪大的老人走路还容
易摔跤。现在，小区里不仅道路平坦，
楼道明亮，空地上还新增了健身设施、
充电设施。环境变好了，设施更齐全
了，我们活动的场地也多了起来！”居
民周理恩说到现在小区发生的新变
化，打开了话匣子。

中山花园的转变，正是大足区推
进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大足区住房城乡建委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老旧小区改造
作为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
重点内容，从“细节入手、民生为本”着
眼，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新生，推动
城市整体面貌更新升级。

在过去的一年中，大足区续建的
6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全部完工，涉
及建筑面积92.61万平方米，惠及居

民8903户；72个新开工项目也已全
面启动，将直接惠及7000户居民。通
过改造，不仅消除了外墙砖脱落等安
全隐患、完善了小区基础设施，更为居
民提供了休闲、健身等多元化的社区
空间，让老旧小区“既升颜值，更提气
质”。

与此同时，一批重点城市更新项
目的落地进一步夯实了大足区城市建
设发展的本底。包括龙岗一小南校区
人行天桥、重庆市双桥中学建设工程
等在内的10个城市更新提升重点项
目，被列入重庆市城市更新重点清
单。目前，这些项目正按照年度目标
稳步实施，不仅改善了市民生活配套
功能，也显著提升了城市整体品质。

不仅如此，城市更新还延伸到更
细致的领域。2023年以来，大足区推
动内涝治理及管网优化，新建改建排
水管网17.25公里，整治北山庄园、进
士家园、市民中心下穿道等12个内涝
点，对城区11个泵站进行升级改造，
实现城区污水集中收集率达75.2%以
上。这些看似不显山露水的工作，却
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为居
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高质量的保
障。

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城市整体面貌
的提升，从居民家门口的点滴改善到
城市功能的系统优化，大足正用脚踏
实地的努力书写着城市蝶变的新篇
章。

解锁乡村“颜值”密码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新房点缀在青
山绿水间，一条条蜿蜒整洁的道路通
向村民家中。在大足，乡村不再仅是
栖息之所，而是美好生活的象征。

为了实现农村住房建设的系统
化、规范化，大足区率先推行农房规划
建设全周期监管新模式。通过“一窗
受理、一站办结”的审批机制，将过去
层层审批的流程简化为镇街集中联合
审查，审批时限压缩至10个工作日以
内，极大地方便了村民。配套推出的
全程代办制度，让村民只需提出需求，
274名代办员便可全程协助完成宅基
地批准书、乡村规划许可、产权登记等
各类手续。

全周期监管不仅体现在审批环
节，更延伸至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
在建房阶段，大足区引入AI技术搭建

“云上”监管平台，实现了在建农房的
实时监控。系统能够智能识别施工安
全隐患，如工人未佩戴安全帽等行为，
并自动推送预警信息。截至目前，已
推送预警信息1100余条，及时排除安
全隐患462起，有效遏制了违规施工
行为。同时，为每户农房生成专属的

“二维码”档案，包含设计图纸、施工合
同、隐蔽工序照片等信息，方便监管人
员“一码即查”。大足区经验做法入选
全市2024年经济领域改革典型案例，
为全市唯一试点地区。

随着农房建设的推进，乡村场镇
也焕发新生。从玉龙镇到石马镇，大
足区以“小镇焕新”工程为抓手，在提
质场镇面貌的同时将历史文化、产业
发展与旅游体验有机结合。这样的改
变不仅让场镇重现生机，也让村民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场镇面貌的提升让乡村焕发活
力，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更为这片土
地注入温暖的生活气息。近年来，大
足区还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保护和
开发传统村落为重要抓手，雍溪镇成
功打造成为市级“美丽宜居示范乡
镇”，拾万镇隆平五彩田园“巴蜀美丽
庭院示范片”成为周边群众周末出行

的好去处，北禅社区佛耳崖“巴蜀美丽
庭院示范片”加速推进中。

从农房到场镇，大足以质朴与创
新兼具的行动描绘出乡村建设的生动
画卷。山水间的村庄愈发宜居，田间
地头的乡民脸上笑意盈盈。这片土地
承载的不仅是记忆中的乡愁，更成为
了无数人向往的生活蓝本。

聚焦民生需求
书写高质量“民生答卷”

“自从有了人行天桥，我们再也不
用为孩子们的安全担忧了。”近日，大
足区龙岗一小南山校区的家长余女
士，对新建成的人行天桥赞不绝口。

龙岗一小南山校区人行天桥的
建成，正是大足区切实关注民生、以
民为本的真实写照。作为2024年人
大代表票决的重点民生实事之一，项
目从施工到竣工，仅用时几月，便实
现了人车分流，有效消除了附近居民
和师生过马路的安全隐患，也在每一
位居民心中扎下了深深的根——这
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更是民心的
聚焦。

“民生工程从来不应是冷冰冰的
数字，而是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温暖与
希望。”大足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天桥的建成，是政府聆听
民声、回应民需的具体行动，也是为
民谋福祉的生动体现。它不仅消除
了多年悬而未决的交通安全隐患，还

让孩子们在走向学校的路上，感受到
更多的安全与关怀。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为进
一步回应民意，大足区住房城乡建委
成立工作专班，压实人员责任，倒排
工程工期，打表推进任务，顺利完成
大足区城区排水防涝工程、大足城区
老旧小区改造、龙岗一小南校区人行
天桥等共3件重点民生实事，如期交
出民生实事答卷。

与此同时，大足区积极推进保障
性住房项目，累计筹集保障性租赁住
房3591套（间），有效缓解了低收入
家庭的住房压力，为更多市民提供了
稳定、舒适的居住环境。

而在城中村改造方面，大足区则
持续加大力度，推动旧城改造与居民
安置工作有序开展。通过拆迁改造和
新建安置房的结合，为居民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并切实提升了他们的居住
质量。通过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数
千户居民的住房问题，更进一步改善
了城区的整体面貌，彰显责任担当。

每一项民生工程，都是群众幸福
的缩影。未来，大足区住房城乡建委
还将紧扣人民群众的需求，注重城市
与乡村的双向发展，通过提升基础设
施和改善居住环境，焕新城市容貌与
乡村面貌，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
村，为大足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不竭
动力。

王静 刘廷 摄/李显彦

改造后的中山花园小区

拾万镇隆平五彩田园“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

锚定建设宜居宜业城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