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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余虎

7月1日，《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
围绕解决“停车难、停车乱”，有哪些具体举措？中心城区停车管理将
如何实现精准化、智能化？记者进行了采访。

“四老”区域是停车难重点

这些年，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停车难日益凸显，成为超大城市治
理中的一大难题。

数据显示，我市共有停车场2.9万个，停车位632万个，机动车保
有量为641万辆（不含摩托车314万辆）。如果按照《城市停车规划
规范》规定，停车位供应总量应该是机动车保有量的1.1至1.3倍，总
体上，我市停车位供应不足。

具体到中心城区，情况却并非如此。数据显示，中心城区停车场
1.24万个、停车位366万个，而机动车保有量只有232万辆（不含摩
托车），与停车泊位比值为1∶1.58，这一比例高于全国1.3倍标准。

中心城区停车难为何依然突出呢？
“停车治理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核心区域资源供给不足，老小区、

老校区、老医院、老商圈等‘四老’区域的停车矛盾尤为突出。”市停车
管理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区域因为修建时间早，当时没有
配套建设停车位，有的虽然有配套建设，但配套标准低，远低于现在
的1.1倍至1.3倍配建标准，“四老”区域的停车难问题随着机动车保
有量的增加，而越来越突出。

增加停车位尤其小微停车场

解决停车难，首先是要增加停车位。《条例》明确，要结合城市建设
发展需要，编制中心城区停车场专项规划。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我市已启动《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
（2025—2035年）》编制工作。规划将以城市更新区为重点，特别是
针对“四老”区域，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有
效缓解这些区域的停车压力。

仅2025年，中心城区计划新开工、续建公共停车场共38处，将
新增停车位约1.04万个。中心城区各区还将充分利用零星用地、边
角空间、闲置用地以及桥下空间等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小微停车场。

数据显示，近两年来，全市共计新建1200余个小微停车场，新增
小微停车泊位10万余个。可以预见，《条例》实施后，将有更多的小
微停车场投入使用。

错时共享，“渝畅停”提供智慧停车

错时共享停车，被喻为盘活闲置停车资源的利器。在中心城区，时
常可见这样的景象，繁华的商圈白天车库停得满满当当，到了夜间却空
空如也。而毗邻的居民区却挤得水泄不通，停车位一位难求。通过错
时共享停车，不仅可以盘活商圈闲置停车位，也能缓解小区停车难。

在中心城区一体化探索中，我市已新增“错时共享”停车位4.6
万个。比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会同谢家湾街道等与万象城物业
公司进行协商，推出了全市首个错时共享停车办法，引导附近居民夜
间把车停到万象城商圈。目前，夜间万象城商圈车库“错时共享”车
位使用率达到近30%。

错时共享停车也被写入了《条例》。《条例》明确，市城市管理部门
负责建立和管理全市统一的智慧停车应用，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
数据平台与相关部门共享停车管理信息，引导社会公众规范有序停
放机动车。

智慧停车应用将汇聚全市各类停车信息并实时公布，向社会提
供停车场分布、泊位数量、使用状况等信息，提供停车引导、泊位共
享、停车服务质量评价等服务。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我市正在开发的智慧停车应用“渝畅
停”目前已归集全市3042个停车场的动态数据，正处于最后测试
阶段。

治理停车乱，由公安机关统一执法

除了停车难，停车乱的现象又如何治理？一是疏导，引导车辆进
入停车场规范停车。二是加大对乱停车的处罚力度。

此前，我市存在管理的“模糊地带”，人行道停车几乎无人管，“乱
停车”现象严重。

《条例》明确了违法停车的执法主体，规定由公安机关统一对违
法停车依法处理。“这样就破解了机动车违停执法主体权责交叉的问
题。”相关人士表示，《条例》实施后，对乱停车处罚会更加严格。

记者还注意到，《条例》首次明确了停车人的法律义务，包括接
受停车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调度，不得占用、封闭、堵塞消防通道，不
得在停车场出入口停放，不得擅自在人行道上停放和行驶机动车
辆等。随着管理更加严格，治理更加精准，我市“停车乱”现象将大
为改观。

《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昨日正式实施

停车难停车乱能否迎刃而解？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凌晨3点，城市还在沉睡，陈淑梅和
老伴李其云已悄然起身。简单洗漱后，他
们走向小区里的店铺，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

和面、剁馅、包包子，动作娴熟如13
年前第一次出摊时。“咱们得赶早，让大家
都能吃上热乎的早餐。”陈淑梅一边忙碌，
一边轻声念叨。

5点40分，天刚泛白，第一笼酱肉包
热气升腾，李其云推着小车来到小区门口
的摊位，陈淑梅则继续在店铺里赶制油
条、糍粑块等早点。

这缕烟火气，在铜梁区巴川街道六顺
花园小区飘荡了整整13年。老街坊们笑
说：“当年在这里买早饭的小学生，如今都
带着大学毕业证回来了。”

时间蒸透了面皮，也熬浓了街坊邻里
无声的信任。

然而，支撑这份“准时”的，远不止生
计。背后是67万元债务压顶的艰难岁
月，也是陈淑梅用一笼笼包子垒起的诚信
誓言。

儿子离世，信守承诺替子还债

“包子婆婆”早餐摊的背后有一段令
人辛酸又感动的故事。

陈淑梅一家原本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
活。儿子李道生在重庆一家塑钢厂开车跑
销售，陈淑梅先后到广东、重庆打工，李其
云一直在当地的砖厂、电镀厂做力气活。

陈淑梅的两个孙子在2007年、2008
年相继降生。一家人随后在铜梁城区买
了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小日子过得
不错。

可那之后，李道生的塑钢门窗生意越
来越冷清，连连亏损、不断举债。而陈淑
梅患上了多发性肌炎，住院治疗两个月，
花费近10万元。

李道生离了婚，一边继续支撑着生

意，一边帮建筑公司开水泥罐车。而命运
却给了这家人沉重一击。2013年4月18
日，李道生爬上水泥罐车整理物品时，不
小心从车顶跌落，头部受重伤不治身亡。

儿子的突然离世，让这个家庭陷入了
巨大的悲痛之中。不仅如此，李道生还留
下了67万元的债务。债主上门讨要欠款，
这时老两口才知道儿子做生意欠下了账。

面对巨额债务和年幼的孙子，陈淑梅
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夫妻俩拿出李
道生的死亡赔偿金和所有积蓄，按照借款
顺序偿还了50万元，还剩下17万元欠款。

摆早餐摊，包子10年未涨价

为还清剩余的欠债，陈淑梅想尽了办
法。

2013年5月，在邻居的帮助下，陈淑
梅到铜梁城区一家洗衣店当起洗衣工，李
其云仍在工地上打零工。

每天不停地搓洗和冷水浸泡，陈淑梅
的双手关节患病，一沾水就钻心地疼。没
有钱不敢进医院，实在忍不住了，她就买
点消炎药和止痛药。

那时，她的两个孙子还小，在家无人
照顾，周围邻居就劝说陈淑梅，不如重操
旧业开个包子铺。陈淑梅曾在食堂干过
厨师，做包子、馒头没问题，可要开一家店

铺，谈何容易。
“最开始，我连买蒸笼的钱都没有。”

陈淑梅苦笑道。
商店老板得知陈淑梅情况，送了她3

个蒸笼。“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陈淑梅说。

2013年9月，在社区干部、小区物管
和热心邻居的帮助下，陈淑梅在小区门口
摆起了早餐摊。

他们做的包子、馒头个大，便宜，口味
也不错。附近居民得知陈淑梅靠劳动替
子还债，都纷纷前来购买。

做早餐的这些年，每年除了春节、端
午节和中秋节休息，陈淑梅从未缺席，最
多时一天要卖七八百个包子、馒头，“早上
我和老伴在家里把包子馒头做好，然后一
起出去把摊摆好，他再出门打点零工。”

陈淑梅做包子的肉，一直都在一家经
过绿色食品认证的专营店里买，新鲜、质
量好。当其他店铺的包子卖1元/个，她仍
然坚持卖5角/个，十年都没有涨价。直到
前两年物价上涨，别家的包子都卖到1.5
元/个了，陈淑梅才把肉包子涨到1元/个、
菜包子0.75元/个。

3年前，在好心人的建议下，陈淑梅在
小区里租了一间门面，再也不用在家里做
好再端到楼下售卖。门面第一年的房租，

也是这位好心人资助的。

还清债务，仍继续传递善意

陈云是李道生生前好友，也是债主之
一。陈淑梅始终记在心上，每年岁末，她
总会准时将积攒的钱拿过去，少则几千
元，多则上万元。每次，陈云都会送陈阿
姨几箱米、油和牛奶。

经过四五年的努力，这笔债务终于还
清了。陈云对陈淑梅、李其云两位老人十
分敬佩，即便债务还清，他依然时常去探
望，两家的情谊愈发深厚。

2018年，陈淑梅和李其云用摆摊、打
零工的积蓄，以及爱心人士捐赠的善款，
替儿子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

多年的艰辛与委屈，在那一刻化作了
喜悦的泪水。“还完钱的当天，我和老伴大
哭了一场。”直到现在，陈淑梅仍很激动，
她说，这些年真的太难了，但咱们挺过来
了，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无债一身轻，“包子婆婆”的善良更有
温度。她的包子摊，成了传递温暖的驿
站：重阳节敬老院的“爱心包”里，有她亲
手包的温情；寒冬凌晨，环卫工人和执勤
民警手中，接过的热乎包子是她的关怀；
车站返乡农民工的行囊里，塞进了她送上
的“家乡味”。

十余年来，陈淑梅免费送出近5万个
包子、馒头，参加了130余场志愿服务活
动……她用朴实的“手艺”回馈人间善意。

如今，陈淑梅的两个孙子都已长大。
大孙子李勇兴刚参加完高考，准备先去当兵
再读大学；小孙子李俊浩16岁，懂事听话。
两个孩子平时只要有时间，都会帮着爷爷
奶奶做家务，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陈淑梅家里的客厅，摆放了许多奖章
和奖杯，包括“中国好人”“全国最美家庭”

“重庆市道德模范”以及第六届全国“诚实
守信”道德模范等。

前不久，陈淑梅又荣获2024年“诚信
之星”荣誉，她和老伴前往北京录制“诚信
之星”发布特别节目。这是他们第二次去
北京。

当记者问起包子摊会摆到何时，陈淑
梅搓了搓围裙，笑着说：“做到做不动为止
吧。”

蒸一笼笼包子替子还债，送一份份早餐传递爱心

“包子婆婆”：13年蒸出诚信与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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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重庆东站首次迎来为期两
个月的“暑运”客流，旅客排队准备进站乘
车。

当日起，全国铁路在实施三季度运行
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临客列车运行
图，安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402 列，全国
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 11500 列以
上，同比增长 5.5%。刚刚投入运营的渝
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段、重庆东站等新
线、新站将首次迎接暑运考验。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重庆东站
首迎“暑运”

南川 打造中心城区文旅康养后花园
白色列车开到金佛山脚下，南川

“快进慢游”成为现实，城市活力有了新
的注脚。

抢抓高铁时代新机遇。近两年，南
川区把文旅康养产业作为重要增长极，
深入实施文旅康养“1338”战略，持续
优化“一山一片一带多点”产业格局，奋
力打造中心城区文旅康养后花园，全力
打造重庆文旅特色品牌、康养首选之
地，积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高铁驭风至
千里客自来

融入15分钟高铁生活圈，来一场
“上班在重庆，夜宵在南川”闪现之旅。

刚刚过去的周末，南川迎来高铁时
代的“首波热潮”，金佛山景区、东街文
旅小镇等地游客明显增多，烟火味十足
的文旅热情在南川升腾起来。

傍晚时分，东街夜市烧烤架上的肉
串滋滋作响，复古路灯下，川剧变脸、快
闪舞蹈、露营音乐会轮番登场，一位游
客感叹：“主城过来，30分钟就到，烧烤
配表演，一下就有了假日的氛围感。”

据悉，南川打造“烟火南川·东街烧
烤”主题聚集区，已聚集本地特色餐饮
品牌9家。天幕下支起小炉，配合现场
乐队演唱怀旧歌曲，文艺氛围与市井味
道交相融合，已成为本地居民与外地游
客“双向奔赴”的热门地标。

南川区坐拥世界自然遗产——金
佛山，凭借2238米的区域海拔高差、金

佛山95%的森林覆盖率等优势资源，系
统构建文旅产品体系，精心打造一系列
户外运动项目、推出一系列文旅产品。

今年夏季，围绕“清凉金佛山”，南
川推出滨水露营音乐季、泉水漂流季、
徒步登山季等系列活动，并同步策划

“乘着高铁去旅游”主题推广，全方位吸
引高铁沿线游客涌入山水之间。

环绕金佛山，南川正构建“大金佛
山178环山趣驾”旅游环线。该线路全
长约178公里，串联山、河、林、泉、古寨
等18类自然与文化资源，打造集山地
运动、乡村旅游、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生
态旅游长廊。目前已被评为2024年全
国精品汽车自驾运动游线路、全国旅游

新业态创新发展典型案例，自驾游客纷
至沓来。

从“舌尖上的南川”到“山水里的南
川”，文旅场景持续丰富、服务体系日臻
完善。一条条客流动线，正迅速转化为
南川发展的“增长脉络”，也让这座高铁
新城在“快旅慢游”之间，迎来更加从
容、自信的开局篇。

山水融康养
宜居亦宜游

山水之美，不仅成就风景，也孕育
福祉。

南川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

向渝黔、渝湘门户节点位置，是离重庆
中心城区最近、体量最大、生态最好的

“天然大空调”和“森林大氧吧”。高铁
开通，不只是交通的提速，更为“绿水青
山”向“康养金山”转化打开了发展空
间。近年来，南川康养项目多点发力，
中海黎香湖、良瑜、乐村等康养产品持
续丰富，从项目落地到业态融合，再到
产业集聚，全面推进康养资源向发展优
势转化。

山王坪片区是南川文旅康养产业
发展的龙头阵地，位于世界遗产地、5A
级景区金佛山东麓，拥有全国首个喀斯
特生态公园。这里正在建设距离重庆
中心城区最近、规模最大、潜力最佳的

高山康养度假产业带，未来将构建文
旅、社区、运动、森林、医疗、美食、亲子、
智慧等康养业态空间，打造康复疗养、
森林康养、户外运动“三大基地”，成为
渝东生态新城新示范。

走进水江镇乐村的长青生态城，映
入眼帘的便是连片绿意。“这里集康养、
避暑、第二居所于一体。房屋在森林之
中，真正做到‘林中有城，城在林中’。”
重庆乐村森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洪江介绍，随着渝厦高铁重庆东
至黔江段的开通，从重庆东站到水江西
站仅需30分钟，项目巴士无缝接驳。
中心城区到长青生态城能实现1小时
康养生活圈。

依托生态禀赋，目前，南川文旅康养
产业发展动能强劲。全区梳理建立文化
旅游企业台账，新增文旅康养市场主体
100 余家，产业集聚态势逐步显现。
2024年康养地产销售（含认购）2819套、
20.3万平方米、金额15.5亿元，“重庆康
养看南川”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红利送万家
惠游暖人心

高铁驶入南川的这一刻，不仅缩短
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更将实实在在
的文旅红利带给游客。

南川紧紧抓住“高铁时代”红利释
放的黄金窗口，面向广大游客推出重磅
文旅礼包，一系列专属优惠和服务优化
举措，让更多游客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乘

兴而来、满载而归的惊喜与实惠。
最具吸引力的当属高铁游客专享

景区免票福利。凭抵达南川或水江高
铁站15日内的高铁票，即可享受金佛山
西坡、北坡景区门票全免（截止2025年
11月30日），以及神龙峡、山王坪、东街
家庭记忆馆、大观梅花园等热门景点免
票游览（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此
外，金佛山景区自营酒店提供9折优惠，
自营酒店旗下店铺及餐厅8.8折优惠，
天星温泉更推出29.9元/人的特惠价格
（截止2025年11月30日）。高铁票就是
通往“实惠假期”的金钥匙。

不仅如此，在“178环线”入住民宿
或酒店的游客，还可获得专项消费券，
用于支持住宿、餐饮、文创等场景消费，
带动乡村旅游人气快速集聚。服务方
面，南川也同步优化文旅配套体系，围
绕游客“下了高铁怎么玩”这一核心关
切，升级旅游集散中心、优化接驳专线、
完善智能导览系统，进一步打通游客

“最后一公里”。同时，围绕东街、城区
干道、高铁站周边打造非遗市集、街头
演艺、夜间灯光秀等沉浸式体验空间，
让游客一到南川就能“沉浸式度假”。

高铁通了，生活更美了。未来，南
川将持续放大高铁带动效应，不断打造
文旅康养增长极，让山水人文之美触手
可及，让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高铁
一起加速奔赴。

王静 刘廷
图片由南川区文旅委提供

“大金佛山178环山趣驾”线路吸引众多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