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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合剧场内，数十名来自文旅文创行
业、新消费领域的创业者、头部企业代表
一边吃着美食，一边分享创意灵感、谈合
作；剧场外，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小
巷，络绎不绝；遍布小巷的茶馆、咖啡馆、
酒吧、火锅店、撸猫店等店铺顾客满座，
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

5月7日晚上7点，位于江北区五里
店街道的莺花巷·合作村青年国际社区
热闹非凡，在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映照下
更显时尚、美丽。

很难想象，这个原名叫合作村的地
方，4年前还是一片破败的景象。如今，
这里“旧貌”换“新颜”，成为了年轻人趋
之若鹜的青年文化地标。

这样的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瞄准需求，差异化发展

合作村片区为原长安机器厂内职工
宿舍旧建筑群所在地，现存二十余栋20
世纪50年代建造的红砖房。历经数十
年风雨侵蚀，这片承载着工业记忆之地
沦为了“城市伤疤”。

今年58岁的老居民谭刚回忆，过
去，合作村片区内杂草丛生、建筑外墙斑
驳，漏水、设施管线老化现象严重；违章
建筑和各种旧物占道，公共空间拥堵不
堪；垃圾遍地，更有生活污水从居民门前
流过……

2021年3月，在市住房和城乡建委
支持下，江北区引入重庆邻居的窗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从
业主方整体租下合作村建筑，对合作村
进行更新改造。

搬迁、安置居民，保护性修缮建筑，
优化升级公共空间，完善基础设施，提升
风貌品质……经过1年多的努力，合作
村较好地保留了上世纪50年代建筑原

貌和街巷肌理，大树葱茏、红瓦掩映，既
有较强的时代印记，又干净、整洁、漂亮。

焕然一新的合作村也被赋予了新名
字——莺花巷·合作村。“我们的目标，是
以‘社区生活综合体+青年活动中心’为
主题，将合作村打造成为青年国际社
区。”项目公司运营副总邓尧说。

改造之初，项目公司发现，与重庆其
他改造的老旧街区物业情况不一样，合
作村的物业以住宅为主，客观上存在邻
避效应，无法发展重娱乐产业。同时，由
于下水管道老旧，也无法满足重餐饮排
污需求。这种情况下，合作村只适合发
展以轻娱乐、轻餐饮和工作室为主的产
业。而这些产业的受众群体主要是青年
群体。

“另一方面，我们也对当前年轻人的
消费心理有清晰认知——不但追求时
尚、潮流，还喜欢社交消费及体验式、个
性化的消费。而打造青年国际社区，正
好能迎合他们的需求。”邓尧说。

打造夜校，稳定客流

然而，项目初期招商效果并不好。

到2022年3月合作村青年国际社区正
式对外营业时，这里仅有咖啡馆、茶馆
等 4 家商户。项目公司分析，主要原
因是合作村藏在社区里，很多人不知
道。同时，创业者们也不看好这里的
商业前景。

如何破局？项目公司决定给予入
驻商家免3至6个月租金优惠。同时，
进一步优化宣传展板内容，让创业者一
眼就能明白合作村未来将会打造成什
么样子。成效逐渐显现，到2023年上
半年，这里的商户已经有40来户，招商
率达到70%。

然而，商户增加却并未带来预期客
流。开业数月，这里人气都比较惨淡。
项目公司也因此遭遇了资金紧张的困
难。那时，如何引流让他们绞尽了脑
汁。

最初，他们开展创意集市、音乐会等
青年群体喜欢的活动。紧接着，他们又
于2022年6月打造了一个小型剧场——
合剧场，将其作为青年活动中心，密集举
办展览、沙龙、脱口秀、音乐会等活动。

到 2023 年 4月，合作村人气逐渐
旺起来。然而好景不长。2023 年 8

月，合作村客流、商户营业额开始下
降。形势严峻，怎么办？刚刚兴起的夜
校给了项目公司新思路。于是，他们整
合手中的教育资源，在2023年10月开
设了一家普惠性夜校，收费仅为每节课
50元。

夜校成立之初，只开设4门课程，分
别是戏剧表演、尤克里里弹唱、书法和摄
影。让项目负责人王朝没想到的是，短
短两周，夜校就有40多人报名，大多是
年轻人。

截至 2024 年 8月，夜校已开设了
187门课程，涵盖传统文化、艺术创作、
科技创新、实用技能和娱乐兴趣等诸多
领域，吸引了1.5万余名学员。

夜校火了，合作村又恢复了活力，且
更胜往日。

业态丰富，客流聚集

“老板，给我们来4碗茶。”当晚，合
作村一家主打老鹰茶的坝坝茶馆，迎来
了4名顾客。此时，茶馆20多张桌子已
全部满座。

茶馆老板名叫屈豪，是一名80后，
他亲眼见证了合作村的变化。2024年2
月，他觉得改造后的合作村营商环境不
错，就来开了这家茶馆。“茶馆从3张桌
子起步，做到了现在的规模。每天下午2
点后基本都满座。”屈豪笑容满面地告诉
记者。

90后王燕开的陶艺体验馆，生意也
不错。到了周末，每天都有好几十人来
体验制作陶瓷手工艺品。“2023 年 9
月，我和朋友来合作村玩，一下就喜欢
上了这里的氛围，于是就开了这家店。”
王燕说。

脱口秀工作室、音乐工作室、咖啡
馆、纯手工蜡烛体验店、陶艺体验馆……
这里各种各样的店铺，让合作村充满了
文艺气息和时尚感，吸引着一拨又一拨
年轻人。数据显示，2024年，合作村全
年人流量超过了30万人次，今年日均人
流量超1000人次。

如今，合作村已开了50余家店铺，
涉及餐饮、文创、艺术、休闲娱乐等领
域。一个集文创、休闲、娱乐、鉴赏等为
一体的青年国际社区，已基本形成。

莺花巷·合作村瞄准青年群体，打造丰富业态——

老旧社区变身潮流聚集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马厚雪

近日，大渡口区白居寺社区竹
园小区里，李强理发店的卷帘门

“哗啦”一声拉开。年过六旬的刘
大爷熟门熟路地坐上专属藤椅：

“小李，今天还去给赵婆婆上门剪
发不？”

理发店里，一张装裱工整的
“住改商”居民同意书挂在最显眼
的位置，上面132个签名如同132
朵花，盛开在这个曾被称作“刺头”
的理发师李强的故事里。

这一温暖的画面，正是重庆大
渡口区建胜镇“半岛援法议事堂”
的日常。联合律师、法官、社区民
警、莎姐志愿者、人民调解员组成

“法律管家”，建胜镇“半岛援法议
事堂”成为集公共法律服务、普法
宣传、公开听证以及依法开展人民
调解、矛盾化解、居民议事等于一
体的基层治理新平台。

一张街坊们的“信任状”

在竹园小区里，李强曾掀起过
不小波澜。去年刚返乡创业时，这
个40岁汉子凭借一手好手艺，在
自家一楼开起了理发店。

但开业不久，烦恼接踵而至：
想安装店铺招牌被物业拒绝，办理
营业执照又因“住改商”需要邻居
签字同意而“卡壳”，找到社区还是
需要按照程序走。

“我当时觉得所有人都在刁难
我。”李强说。转机藏在社区书记
黄宏的雨伞下。那个阴雨绵绵的
下午，她叩响了理发店的门。黄宏
没有谈招牌的事，开口问道：“听说
您给老人理平头特别在行？愿不
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帮社区老
人理理发？”

3天后，李强带着全套工具出
现在老年活动中心。当78岁的张
大爷摸着新发型称赞“小伙子手艺
真不错！”时，李强找到了久违的职
业成就感。

渐渐地，“帅小伙免费理发”的
消息在社区传开。每月一次的义
剪活动，李强都准时参加。72岁
的刘奶奶特意做了锦旗送给他；独
居老人赵爷爷每次理完发都要塞
给他自家种的蔬菜……

在李强赢得名气、粉丝和信任
的同时，“半岛援法议事堂”的“法
律管家”周律师也牵头召开了3次
楼栋代表座谈会，向居民解释民法
典中关于“住改商”的相关规定：经
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即可办
理。

结果不到半月，楼栋里132户
居民全部签字同意。当拿到崭新
的营业执照后，李强特意把装裱好
的签字同意书放在显眼位置：“这
是街坊们给我的信任状。”

一场持续两年的司法
“马拉松”

大渡口区建路村后山的野花
今年开得格外艳，但村民何秀芳却
不敢踏进那片山坡。

2022年初春，山坡上的那根
高压线，不仅在她头部和双足留下
永久的伤疤，更让她患上了创伤后
应激障碍，生活不能自理。

事故电线杆属于某区国有企
业所有。但当她和丈夫找到该公
司时，企业方正处于破产清算阶
段，坚持要精神伤残鉴定。这让双

方赔偿谈判刚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直到“半岛援法议事堂”介入，才有
了转机。

议事堂的“法律管家”们，带着
陈大友跑遍鉴定机构，说服他带妻
子做了精神伤残鉴定。结果显示：
七级精神伤残，需完全护理依赖。

半岛援法议事堂还构建起“四
维联动”的基层解纷矩阵——法官
团队提供全流程司法指导，从伤残
鉴定标准到赔偿年限计算，用专业
定分止争；莎姐志愿者团队开展
28次心理疏导，帮助何秀芳重拾
生活信心；人民调解员游走于破产
企业、属地政府、医院之间，组织
17轮背靠背调解；法律管家团队
提供“全天候”法律咨询，协助整理
六大类127项证据材料，确保维权
诉求精准落地……

这场“司法马拉松”一跑就是
近两年。2024年12月，司法确认
现场，陈大友攥着赔偿协议的手不
停颤抖。当法官宣布适用民法典
相关条款，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护
理费时，这个庄稼汉突然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

如今，何秀芳在家人陪伴下
慢慢康复，而那个曾让她遭遇不
幸的山坡，所有电线杆都已检修
加固。

一支劝导队解开社区养
犬矛盾

大渡口区百佳园社区的清晨
总是从特殊的“交响乐”开始：牵狗
绳金属扣的轻响，拾便器开合的咔
嗒声，还有劝导队来回巡视的脚步
声，共同谱写着人宠共处的和谐乐
章。

一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
象。

“再被狗吓出毛病，你们担得
起吗？”62岁的刘阿姨举着血压计
找物业理论。

“我家金毛从不咬人，凭啥要
拴着？”养犬户李大爷则梗着脖子
反驳。

在百佳园社区组织的一次特
殊议事会上，“法律管家”们没有简
单调解，而是搭建了一个全新平
台：邀请刘阿姨收集受犬只困扰的
居民意见，同时联系养犬业主推选
代表。

“我们不是要禁止养狗，而是
要让养狗的和不养狗的都能安
心。”“法律管家”张炜的话让双方
第一次心平气和坐到了一起。

经过几轮坦诚交流，一份由居
民共同拟定的《文明养犬公约》逐
渐成形：规定遛狗时间、区域，明确
必须拴绳、及时清理粪便等细则。
更妙的是，曾经的对立双方自然而
然地组成了劝导队。目前，这支劝
导队正不断扩大。

物业出资购置牵狗绳、拾便器
等物资，由劝导队发放并监督使
用。张先生现在每天遛狗时都会
多带几条牵狗绳，“遇到没拴绳的
邻居，就送一条，顺便讲讲公约。”

不仅如此，社区还设置了“宠
物便便屋”，由劝导队定期补充拾
便袋；开辟了专门的“宠物社交
区”，让爱犬有安全的活动空间。
据统计，公约实施一年来，宠物相
关投诉同比下降82%，流浪犬只
减少近七成。

据统计，“半岛援法议事堂”
自2022年成立以来，协调解决各
类矛盾纠纷 3100 余件，参与居
民达 7000 余人次，社区居民满
意度从成立之初的 65%提升至
现在的98%，成为社区治理的一
张名片。

大渡口“半岛援法议事堂”：

“法律管家”破解基层治理“三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实习生 马厚雪

青瓦白墙、悠长巷陌、游客闲庭信
步，近日，记者走进綦江区东溪古镇，时
光在这里静静流淌。

古镇一角，已有362年历史的古建
筑万天宫大门敞开，迎接着八方来客。
当听到游客惊叹古老的雕梁画栋竟保持
得如此完好时，守护在此的文物保护志
愿者刘为中欣慰一笑：一切付出都值
得！刘为中今年60岁，对于万天宫的情
感，始于儿时，却贯穿一生。

300余年浮雕
清晰可见“关云长单刀赴会”

清晨6点，随着吱呀一声门响，早起
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东溪古镇也
开启了独属于它的慢时光。

在东溪古镇建筑群中，记者看到，
万天宫别具一格。走进这座始建于清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的古建筑，四合
院布局的院坝没有一丝杂草，花盆里的
植被经过悉心养护开出鲜艳的花朵，土
木结构的房屋陈旧但干净。尤其是戏
楼台子上的木质浮雕，人物不落灰尘，
依旧栩栩如生，至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
到“关云长单刀赴会”“孔明智施空城
计”的画面。

“除了政府对古建筑的重视和保护，
守护它的人也功不可没。”附近居民李厚
华看在眼里，邻居刘为中就是古建筑的
守护人。

李厚华介绍，每天清晨6点，刘为中
就会开始打扫，1187平方米的万天宫，
让打扫工作变得繁重，可他却没有一句
怨言。

“这里打扫干净了，他还要去打扫南
华宫周边，南华宫800多平方米，扫下来
一样不轻松哦。”李厚华直言，虽然与刘
为中做邻居多年，但还是有些不懂他：

“他是一名中医，如今60岁，明明可以退
休了，为啥还要忙前忙后？”

见不得古建筑有灰尘
他多次自掏腰包

“打扫干净再开门迎客，才能让游客

更好感受古镇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刘为
中说，忙不过来时，他还自掏腰包请人过
来打扫，“只因为见不得它们有灰尘。”

刘为中说，与两座古建筑的缘分从
小时候便开始了，并将贯穿他的一生。

“我家就在万天宫旁边，小时候，我天天
和小伙伴在此玩耍。万天宫和南华宫
曾是粮站，后来不交公粮之后，两栋房
屋就荒废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修复
它们，我的父亲和其他乡亲们还一起募
捐。”他记得，修复过程中，父亲和老乡
们起早贪黑，非常辛苦。

目睹乡亲们的悉心守护后，刘为中
觉得，自己也要出一份力，2000年起，他
开始每天义务清扫万天宫周围。

2023年，作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刘
为中开始每天对南华宫、万天宫进行义
务安全巡查，特别是在两宫安装灯饰以
后，他对“两宫”的电路巡查、屋顶防漏等
更加上心。为此，他还发展了4名志愿
者一起参与管理。

如今，游客走进万天宫、南华宫，除
了看古戏台、浮雕等历史建筑，还能坐
下来品茗看花赏画，闲聊休憩。除了政
府出资购买的座椅等设施，刘为中还投
入5万余元，购买茶具、花草、书画作品、
古装等。

担当义务讲解员
让古建筑“活起来”

看到游客对万天宫、南华宫产生兴趣，
刘为中会充当义务讲解员，声情并茂介绍
它们的“前世今生”：“它们都是清朝时期修
建的，如今已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傍晚6点，附近的孩童放学归来，总爱
来万天宫逗留。这里设置有读书点，孩子
们既可以挑书阅读，也可以坐下来写作业。

等孩子做完作业，刘为中有时会指
着戏台浮雕开始讲解：“关云长单刀赴
会，讲的是三国时期关羽凭借智勇单刀
赴宴，最终安全返回的故事，它告诉我们
做事要有勇有谋……”

东溪镇文化服务中心相关人士介
绍，刘为中非常敬业，经常连中午都不休
息，直到晚上游客走完才关门。在他的
管理下，游客体验感大幅提升。此外，刘
为中还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在当地老年
大学义务授课，带领老年居民练太极拳、
健身气功等。

“保护古建筑，不仅要让它的外观得
以保存，还要让它真正走进乡亲们和游
客们的心里。”刘为中说，这是自己义务
守护的初衷。

花甲老人义务守护古建筑二十余年

“要让它们真正走进乡亲们和游客心里”

⑦

探寻基层治理密码

改造后的莺花巷·合作村青年国际社区热闹非凡。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崔曜）近日，哈密—重
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渝北换流站首台高端换流变
压器完成安装并牵引到位。渝
北换流站计划安装14台高端换
流变压器（含备用变 2 台）。此次
安装的换流变压器净重396吨，
长26.5米，宽7.7米，高15米，是
该站首台安装就位的高端换流
变压器。

换流变压器作为换流站的核
心设备，是整个交流输电系统的关
键枢纽，同时承担着调节电压、隔
离故障、限制短路电流等多重任
务，特高压直流电正是通过它与交
流关键部件换流阀相连，才能输出
交流电，其性能和安装质量直接关
系到换流站的运行效率、稳定性和
安全性。

面对首次承接高端换流变压
器安装工作的技术挑战，重庆送变
电公司成立专项攻关团队，就关键
环节、关键步骤进行现场勘查、精
准布控，精心编制了高端换流变压
器安装关键环节管控卡和专项施
工方案。在历时6天的安装过程
中，该团队攻克了阀侧套管安装等
重难点环节。

渝北换流站是“十四五”电
力发展规划重点输电工程——哈
密—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在渝唯一落点。该工程
建成投运后，每年可向重庆输送
电量超360亿千瓦时，有效增强
重庆电网保供能力，助力重庆形
成“一交一直”特高压输电新格
局，推动重庆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为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
动能。

“疆电入渝”特高压渝北换流站
首台高端换流变压器安装到位

5月8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
区，重庆乐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短
交通出行装备生产基地，工作人员正在
赶制出口订单。

据了解，该项目一期刚投产一个月，
预计第一年生产车辆6万台，实现产值2
亿元，销售收入达2.5亿元。作为该项目
的投资主体，深圳乐行天下科技有限公
司是全球领先的高端动力运动产品公
司，在新能源独轮车领域保持着全球第
一的市场份额。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江津造智能短交通
出行装备全球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