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中 传统风貌街区重塑母城记忆

改造后的十八梯。渝中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渝中崽儿张杰辉这两天觉得很有
面子，带着喜欢旅游和历史文化的外
地朋友在渝中半岛游玩，每到一处，扫
描二维码，景区景点的文物顿时“活”
了，“前世今生”娓娓道来，朋友直夸贴
心周到。

作为重庆母城，渝中区历史悠久，
文脉厚重，现存不可移动文物共149
处（173个点），是全市的文物大区，也
是首批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区。近年
来，渝中区不断深化文化保护、利用、
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内在统一，多措并
举推进传统风貌街区建设，实现了旧
城蝶变与历史传承、全域旅游的和谐
统一，也有了张杰辉这趟省心的“导
游”之旅。

保护
原址保护与原貌重现相结合

山城巷，重庆唯一一条以“山城”
命名的百年老巷，浸染着老重庆风土
人情。

日前，“匠筑山城·山城巷微更新”
活动启动。山城巷主理人黄衡介绍，
接下来3个多月时间里，近20名“城市
更新者”将基于山城巷原有历史风貌
和人文记忆，以修复、修补的方式，对
风貌区内的建筑、景观及室内空间进
行改造，用匠心传承母城记忆，重塑老
街人文气息。

而不远处的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则
凝聚着老重庆人的“乡愁”，这里将以

“老重庆”文化为脉络，以“真山城”建
筑为基础，以新生活业态为引擎，重现
花街鸟语、黄葛挂月、较场揽胜等老重
庆人耳熟能详的“十八景”。

“人们常说老地方、老样子是打开
记忆之门的钥匙。”渝中区自然规划局
相关负责人说，注重原址保护与原貌

重现相结合，塑造人文精品，是渝中区
打造历史文化风貌区、建成历史文化
名城展示区的根本遵循。

修旧如故推动东华观藏经楼、巴
县衙门、聚兴诚银行等67处文物保
护，提速建设十八梯、山城巷、李子坝
等风貌区，保护提升大田湾—文化宫
—大礼堂文化风貌片区，原址修复湖
广会馆、东水门历史文化街区，渝中区
推动母城历史风貌细腻还原，取得了
明显成效。

利用
有机改造与功能提升相结合

5月下旬，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
暨重庆市第十一届文化遗产宣传月主
会场活动举行，重庆湖广会馆以整体
打造湖广会馆历史风貌区及周边协调
区，获评2020年度重庆市文物利用优
秀项目奖。

像湖广会馆这样在“利用”上下

功夫，保持街名地名不更改、院落建
筑不拆迁、街巷肌理不断裂，实施“针
灸式”微改造，丰富优化夜景灯饰，确
保功能演替与基础配套协调，实现历
史资源活化与街巷形态优化相统一，
是渝中区打造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重
要原则。

为高质量推进文物保护修缮利用
工程，渝中区专门印发了《渝中区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划
定了湖广会馆—打铜街、老鼓楼衙署
—白象街、十八梯—鲁祖庙等9个重
点片区，提出了价值阐释系统等保护
传承规划实施建议。

例如正在推进中的马鞍山传统风
貌区改造，对片区内32栋特色历史风
貌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还原“青砖黛
瓦，绿树红墙”的历史文化风貌，原汁
原味保留街巷空间和建筑特色。完工
后，马鞍山传统风貌区将与人民大礼
堂、三峡博物馆交相辉映，成为母城厚
重、高雅、开放、共享的崭新人文地标。

传承
找故事与讲故事相结合

热闹喧嚣的朝天门码头、慷慨激
昂的船工号子、不绝于耳的摊贩叫卖
声……6月19日，川江号子原生态互
动体验剧《大江传歌》在重庆市文化宫
大剧院再次上演，许多老重庆人熟悉
的场景一一重现，让人回味无穷。

川江号子是重庆的文化符号，渝
中区正全力支持曹光裕带领的江号子
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不断创造、打磨
剧情，并通过演出，将重庆人勇于拼
搏、敢于担当的精气神传递出去。

近年来，渝中区始终将找故事与
讲故事相结合，建立了多维度母城文
化传承体系。

一方面依托突出的文化内涵，先
后以老文艺院团、文创园区、精神财富
为载体，创作《红岩魂》《十八梯》《大江
船歌》等剧目，开展“书画重庆”工艺美
术等活动，推进“渝中有故事”系列丛
书编撰出版，支持高水平影视作品、短
视频及摄影作品的制作，进一步让优
秀历史文化活在当下、服务当代，将文
化遗产传承下去、传播开来。

另一方面重视文化遗产基础研
究，深度挖掘历史事件、著名人物故
事、风土民俗，如“九开八闭古城门”

“明清两代移民”“一双绣花鞋”“留真
照相馆”等历史人文资源，进一步理清
历史文化脉络，建立历史文化资源数
据库，开展文化资源保护修缮规划、博
物馆群建设规划等文化遗产规划编制
工作，每年持续通过拍摄照片、文字研
究等方式充实档案，丰富母城历史文
化内涵。

渝中区融媒体中心 黄清娴 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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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上了岸
助力乡村美
7 月 13 日，部分渔船摆放

在万州区恒合水库旁，待美化
完成后，它们将作为乡村美景
的装饰品，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为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今年12月31日前，重庆市境内
除保护区外的长江干流和重要
支流完成渔民退捕。6月29日，
万州区渔船全部“清零”，渔民
结束“水上漂”的日子，退捕转
产。登记在册的492艘渔业船
舶将有340艘被拆解，15艘用于
长江清漂作业，25艘用于护渔，
其它将用于打造长江边独特的
旅游景观。

万州区融媒体中心 冉孟
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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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周五到了，江津滨江新城
管委会扶贫集团“消费扶贫专线专
车”准时在位于江北区的鲁能巴蜀中
学门口缓缓停下。收到微信群提示
的家长们，纷纷来领取预订的产自江
津区李市镇洞塘村的土鸡蛋、土鸭、
高山大米、青花椒等富硒土货。

洞塘村距离鲁能巴蜀中学有100
多公里，“消费扶贫专线”是怎么开到
这里来的呢？还得从6月中旬的一件
小事说起。这天，如何让孩子吃得更
好的话题突然在鲁能巴蜀中学一个
家长群里火了，从朋友处获知此事的
江津滨江新城管委会扶贫干部邹秀
娟灵机一动，让朋友文图并茂地向家
长们推荐对口帮扶的洞塘村：“洞塘
村山清水秀，富硒土货绿色健康，一
定能满足孩子们的营养和口味需
求。”

邹秀娟对洞塘村和富硒土货的

推荐，得到家长们的认可和回应。家
长们开始自发在微信群接龙购买，最
后统计共11只土鸡、9只土鸭、6只土
鹅、150个土鸡蛋、19斤鲜花椒、2斤
干花椒，共计3000余元。

家长们给力支持，驻村工作队和
合作社也不含糊。根据需求，大家在
村里挨家挨户寻找货源，并进行集中
宰杀贴标，再采用接力的方式，和滨
江新城志愿者们一起将富硒土货送
进城，配送给家长们。

“鲜花椒好香哦！”“清炖母鸡，香
得整栋楼都晓得我家今天吃鸡……”
收货后的家长们纷纷开启“厨艺展
示”，对洞塘村的富硒土货给出好评，
很多之前没有下单的家长也加入预
订队伍。现在每逢周五，来自洞塘村
的“消费扶贫专线专车”都会满载土
货，准时进城。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姚羽

江津“消费扶贫专线专车”开进城

彭水 聚焦三类家庭动态清零
近段时间，彭水县龙塘乡黄金村

2组建卡贫困户钱书正忙着佩戴袖
标，拿起镰刀，进山巡林。对生态护
林员这个新身份，他特别珍惜：“感谢
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又把我从贫
困边缘拉了回来。”

为有效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
人口，彭水把解决贫困人口“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作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战的关键环节，聚焦已脱贫、未脱贫、临
界户三类家庭，定期开展“回头看”，探
索建立“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动态

清零机制，确保群众脱贫后不返贫，高
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我们持续推进突出问题动态清
零，真正实现‘两不愁’真不愁，‘三保
障’有保障。”彭水县扶贫办主任张泽
勇表示，截至目前，彭水115个贫困村
全部销号，贫困户由 2014 年底的
27640 户减至 715 户，贫困人口由
99123人减至2442人，贫困发生率由
19.8%降至0.49%，今年2月已正式退
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序列。

彭水县融媒体中心 刘蕊

长寿 脱贫又脱单 日子好起来
“等价格再涨点，8头肥猪出栏，

收入至少3万元。还有2头母猪也怀
崽几个月了……”12日，在长寿区凤
城街道永丰村瓦罐窑附近的一处养
猪棚里，脱贫户沈泽珠与女友江华春
盘算着今年的收益。

今年48岁的沈泽珠，30岁时患
了病，经常头晕，无法外出挣钱，日子
过得很困难，是个老单身汉。2013
年，他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生活的变化始于脱贫攻坚开始
后。“街道和村上的帮扶干部经常来我
家，得知我父辈是远近闻名的畜牧‘土
医生’，我也懂点养殖技术，就建议我
搞养殖。”沈泽珠说，扶贫干部给他送
来了10多只羊羔，帮助他发展山羊养
殖。然而，养羊需要到处放羊，对经常
头晕的沈泽珠来说不太适合。

扶贫干部及时调整帮扶方向，根
据沈泽珠的情况，又送来了猪崽。在
不断努力和摸索下，沈泽珠的养猪事
业渐渐走上正轨，并于2015年脱贫。

为了巩固脱贫成果，扶贫干部又
为沈泽珠争取到5万元的扶贫小额贷
款，解决了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同
时，结合沈泽珠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
策，为其申报了5000元/年的公益性
岗位。此外沈泽珠还享受到高山搬
迁政策，在移民新村分到一套70多平
米的住房。

看着沈泽珠的日子渐渐好了起
来，亲友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接触
一段时间后，两人的恋爱关系稳定下
来。女友说，沈泽珠是个老实人，又
踏实肯干，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
好。 长寿区融媒体中心 李秋晨

大渡口 路畅通市民笑产业旺
“现在到大渡口越来越便捷，特

别是南大干道和大滨路通车后，到石
盘村、南海村、义渡古镇等地都十分
方便，适合周末出游！”上周末，家住
九龙坡区恒大雅苑的郑川带着家人，
轻车熟路自驾去大渡口区跳磴镇石
盘村采摘葡萄。

加速建设骨架路网、打通出区通
道，全力推动轨道交通“连线成网”，着
力畅通区域交通内循环，启动建设一
批旅游路、产业路、便民路……大渡口
区加快融入主城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
络，城市交通水平提升成效明显，方便
了群众出行，助推了产业发展。

在大渡口区2020年首轮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上，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类
项目就有10个，包括白居寺大桥西引
道及钓鱼嘴立交工程、大滨路与九滨

路连接道工程、南北干道道路工程
（南段）等。“除了道路交通，我们正着
力推动轨道交通‘连线成网’，全力助
推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改造，加
快推进轨道交通18号线、5号线一期
及5号线延伸线（江跳线）建设，积极
协调加快轨道交通21号线、12号线、
29号线的前期工作等。”大渡口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

不止城市道路，大渡口区农村公路
建设也进展顺利。在跳磴镇沙沱村，村
民必经的山沙路和沙石路曾经路烂难
行，去年10月，山沙路、沙石路完成改
建并投用；去年11月，新改建的通组道
路投用；今年1月，新建的5000余米入
户人行便道投用……不仅方便了村民
出行，还促进村里了果蔬销售。

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李润梅

上月底，康佳Smart Wall在北京
完成全球首次5G+8K直播应用，这款
行业顶尖水准的 8K 超高清 Micro
LED巨屏，其技术来自位于璧山区的
重庆康佳光电技术产业研究院。目
前 ，该 研 究 院 已 成 为 建 设 Micro
LED全产业链技术及下一代化合物半
导体技术的研发和量产平台。

重庆康佳光电技术产业研究院的
建成壮大，是璧山区加快推动数字产
业化、发展超高清视频产业的一个缩
影。前不久，璧山区出台了《关于加快
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
提出到“十四五”结束，将基本形成以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制造业智能化、
农业信息化、服务业数字化、融合新业
态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建
成西部（国际）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区。

布局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区

建设西部（国际）数字经济产业生

态区，是璧山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
展的重头戏。按照规划，该生态区布
局在璧山城区北部区域，建设面积10
平方公里，将探索建立大数据交易市
场，发展数字文创、信息安全、软件服
务外包等产业。

目前，生态区已完成编制规划，并
于6月18日开工建设，正与新加坡精
工科技集团、中国信科、大唐电信、甲
骨文、华为等知名企业展开前期洽谈，
拟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车联
网等方面进行合作。

在空间上，璧山区将构建“一体驱
动、多点融合”的数字经济总体布局。
以西部（国际）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区核
心驱动力，牵引璧山高新区、大健康产
业生态区、农文旅生态区、都市田园产
业生态区、重庆产教融合生态区（大学
城西区）、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区、体育
产业生态区、临空产业生态区等多点
融合发展，引入“数字+”，推动数字经
济为实体经济赋能，打造经济新业态、
新动能。

年内重点区域5G全覆盖

7月10日，在璧山区黛山大道双
星路口，生态河长办的工作人员郭力
夕正将一个小型机器人缓缓吊入污水
井道。

郭力夕一边操作遥控器，一边观
察电脑屏幕，通过5G网络指挥机器
人。“它可是排查污水管网隐患的利
器。以前依靠人工排查，管道狭窄，空
气稀薄不说，常常找不准要害，费时又
费力。有了这个机器人，管道内有什
么情况，通过高清摄像头都能实时传
输回来，效率将大大提升。”郭力夕说。

机器人和5G网络的好处不止于
此。新管网竣工时，它们还能担当起

“质检员”的作用，对质量、工艺等进行
验收，瑕疵隐患一个也躲不过。

提速5G网络建设，实现其产业化、
商用化，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应有之
义。“今年上半年，璧山全区已建成5G
基站872个，下半年将完成重点区域全
覆盖。”璧山区经济信息委主任杨俊介
绍，璧山将打造全国性的量子信息安全
托管业务运营中心和重庆量子通信业
务运营中心，同时争取将中新（重庆）国
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落户。

引导企业智能化转型

7月8日，在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繁忙
的机器人、飞速旋转的自动化设备正
紧张运转。就在两年前，蓝黛传动的
产品还是手动变速箱齿轮与轴承，通
过积极对接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

所等机构，公司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
强，从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开始智能化

“蜕变”。去年，公司首次成为丰田、沃
尔沃等国际品牌的配套厂。

顺应汽车产业智能化发展方向，
今年蓝黛传动又以自建和并购合作两
种方式对触控显示行业进行投入，获
得了新技术，构建起了新产品的研发、
生产体系。

蓝黛动力的变化，折射出璧山区
向大数据智能化要速度要质量的转
变。该区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智能
交通等为重点，大力引进和发展人工
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的核心技术，促进
人工智能同工业制造深度融合。

“一方面鼓励制造企业智能化改
造制造单元、加工中心、生产线，推动
建立数字化车间和数字工厂，实现企
业自身吸附力对智能产业的集聚。”璧
山区经信委负责人介绍，“另一方面依
托现有产业优势，实施产业招商，不断
加大对智能制造企业的引入，形成新
产业抱团发展。”

在6月19日举行的西部（重庆）科
学城璧山片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集中
签约活动上，27个签约项目总投资额
达177亿元，涉及数字经济、智能终
端、科技服务等多个产业。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熊浩

7月 9日上午，铜梁区围龙镇龙
韵村，镇党委、镇纪委负责人正在查
看扶贫产业花椒深加工车间的建设
进度情况。

“这个项目是财政扶贫补助项
目，最初安排在龙鸣村，准备支助业
主发展中药材通花根种植。镇党委、
镇纪委经过评估，发现通草、白芨和
黄精等中药材在当地存在土壤不适
合栽种、收益不能有效保障、投资收
回难度大，不能保障扶贫产业可持续
性发展等风险，于是，围龙镇纪委对
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提醒谈话，并提出
了规避风险更改项目的意见，并得到
镇党委采纳。”围龙镇纪委书记鲁超
介绍，镇里及时中止了项目实施，把
50万元资金另外投入到龙韵村，作为
村集体经济收入，用于已经形成扶贫
产业的花椒深加工，有效防止了财政
扶贫资金的损失。

围龙镇是铜梁南部地区的一个
山区镇。近年来，该镇在乡村振兴和
脱贫攻坚工作中，承接了一些国家投
资的建设项目。过去，这些项目主要
由村里或者业主申请获得补助资金，
有的为争取项目落地，在申请书中高

估经济收益，镇有关部门缺乏深入论
证就草草通过，导致项目建设延期，
甚至发挥不了应有的效果。

今年，围龙镇深入开展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针对
项目缺乏有效监督的漏洞问题，建立
了镇纪委全程参与监督管理的机制。
对各级财政投入的农业项目资金，组
织力量开展准入和效益论证，对具有
投资风险、不能保证贫困户收益的项
目坚决叫停。镇里还采取畅通举报渠
道、部门联动、重点审计等方式，摸排
和收集危房改造、民政救助、农业补贴
等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线索。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不只围龙
镇，今年全区对近年来查处的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进行梳理，各级纪
检监察组织结合实际，围绕就业补助
资金使用、农村危旧房改造、贫困群
众就医、农村饮水安全等12个方面开
展专项治理，目前已移送问题线索5
条，纠正了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有力有效堵住了各种漏洞，确保
了扶贫资金的安全。”铜梁区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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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巨屏领跑 产业生态渐成璧山
铜梁 看紧扶贫项目“钱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