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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20]14号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20年7月17日9:00－2020年7月21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自然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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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R分区R18-9-1/04
号宗地

沙坪坝区沙坪坝组团L标准分区L8-5/03、
L8-3-2/03号宗地

沙坪坝区双碑组团F分区F11-3/04、F12-
4-1/04地块

渝北区回兴街道果塘村（重庆市现代农业
园区）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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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置业集
团重庆两江
有限公司

重庆中核坤
阳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
坝区井口镇
人民政府、
重庆建立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重庆勇拓置
业有限公司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
分用途转换，其中42.79平方米办公转为商业；新明确不计容建
筑面积118.9平方米（全部为车库，不计征地价款），补交剩余地
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
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商业218.83平方米，补交地价款。

该项目为安置房项目，已部分竣工验收。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
该项目中已竣工部分25000.67平方米的房屋（计容商业8223.73
平方米、不计容商业4746.56平方米、不计容农贸市场2929.22平
方米、不计容车库9101.16平方米）分摊的约5026.75平方米土地
的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补交地价款。

该项目已全部竣工，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
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42640.97平方米（其中车库
37504.83平方米、配套设施4376.55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交
剩余地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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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0081

土地位置

渝北区龙溪街道黄龙路38号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商业、办公、车库

现用途

商业、办公、车库

土地面积（㎡）
原面积

10184.18

现面积

10184.18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42873.19

现规模

42873.19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10398.17

现规模

10398.17

应补交地价款金额
（万元）

1987.9325

原土地使用
权人

重庆大易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重
庆太极房地
产开发有限

公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该项目中
42873.19 平方米建筑（计容商业 8174.11 平方米，计容办公
2224.06平方米，不计容车库32475.02平方米）分摊的土地约
10184.18平方米的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补交地价款。

重现曾经的荣光

重庆十八梯传统风貌区位于重
庆市渝中区解放碑商圈，2016年底，
杭州新天地集团取得重庆十八梯传
统风貌区项目的开发权，2017年 5
月十八梯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计划
2021年建成对外开放。项目占地面
积约88亩，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
总投资规模超过20亿元。

重庆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将牢牢
依托渝中区“母城”文化旅游资源，
借助十八梯原有“七街六巷”布局，
集成发展现代文商旅游产业，将其
打造成特色文化旅游商业示范区、
重庆面向国际的文化展示窗口，成
为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融合商、
景、旅、文四大功能于一体，创新商
业模式并独具特色，在区域内展现
重庆八百年的文化生活全景，真实
打造强体验性的文旅商业示范基
地。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吸引力的
核心，在于其具有的历史文化，而
传统风貌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
体。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成为“下
半城”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活跃地
段。十八梯的记忆，通过语言、习
惯和性格的传承，仍深深镌刻在代
代重庆人的基因里。

那么，恢复后的十八梯，能否真
正重现曾经的荣光？

在十八梯传统风貌区样板示范
区，盐帮大厦等老建筑，都以原位
置、原高度、原尺度、原材料等进行
了还原；一些有价值的老树、植被和
历史片段，都保留下来；山城记忆馆
等项目已经开门迎接了许多参观
者，其中不乏长期关注十八梯项目
的“老重庆”。

参观者的总体评价是：样板示范
区还原了十八梯在人们记忆中留存
最深的那些景观元素，也贴近了本地

市民对十八梯的那份情感。十八梯
的“大模大样”，已经受住了来自各方
挑剔眼光的考验。

高品质的全景文旅商业示范地

据了解，在业态规划上，重庆十
八梯传统风貌区内将按照“—心两带
四组团”进行空间布局。

—心是指位于项目D地块的旅
游接待服务中心，两带是合理兼顾游
客游览顺序的南北风貌景观带，与文
商旅产业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服务配
套环线，即东西旅游拓展带。四组团
则是指传统文化体验组团、国潮文创
体验组团、国际交流中心组团和生活
方式中心组团。

杭州新天地集团相关人士表示，
目前计划以“再造历史现场”作为十
八梯项目文化体验型旅游景观的主
题方向，并细致研究和落地游憩方式
设计，运用动态、互动的声光电、VR
以及H5等技术，拉长游线，延长游客
停留时间。

在旅游线路的设计上，十八梯将
结合文化观光与休闲消费，把吃、住、
行、游、购、娱、体、展、演等旅游活动
导入商业模式，形成有序幕、有过程、
有高潮的体验过程，实现地脉、文脉、
人脉、商脉的充分结合。最终突破静

态式被动观光的现状，打造高品质的
全景文旅商业示范地。

例如在“吃在十八梯”方面，主
题餐厅、特色小吃街等业态将作为
展现十八梯传统风貌区特色文化和
或创意理念的载体，重点围绕用餐
的形式、特色、氛围和服务四个方
面，使吃的过程成为体验当地生活
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布局的业态
则包括美食一条街、特色餐馆、宴会
餐厅、主题餐饮等。

“十八景”延续记忆传承经典

十八梯“十八景”规划新鲜出炉，
再次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讨论。

黄葛挂月，古井春风，善果夜灯
……当这些让重庆市民和了解十八
梯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景点再次显出
端倪，社会各界对十八梯未来的期待
再次达到一个高潮。

在外界看来，十八梯对十八处核
心景点的用心营造，充分呈现了传统
风貌保护和建设开发单位的理念和
愿景。

“展示巴渝传统风貌、体现重庆
母城文化，是十八梯项目的终极目标
之一。”杭州新天地相关负责人说，十
八梯要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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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记忆、传承经典、引领
时尚。

所谓“老重庆”，就是将重庆的传
统民俗、市井生活、节会庆典等与实
景演艺和现代会展技术融为一体，利
用重庆人耳熟能详的善果巷、轿辅
街、月台坝、守备街、花街子等人文背
景，打造若干核心景观和游憩节点，
体现传统、经典的“重庆生活方式”。

“真山城”则是要延续十八梯原
有的街巷格局和肌理，提取传统民居
建筑形式和元素，按照传统建筑工法
进行适当的复建和创新，尽最大可能
保持和复原街巷尺度和两侧建筑的
高度，将十八梯所蕴含的深意原汁原
味地表现出来，让景观、建筑成为传
统文化的载体。

而“新生活”是新生活”是指旅居
体验、精致餐饮、雅趣生活、精品零
售、艺文展演、娱乐休闲、艺术市集、
民俗工艺等多元业态，融合“互联
网+”等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定位，实
现“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
化＋产业”，向全景式体验发展，让散
落在街巷的老建筑、老步道、老工艺、
老字号等重焕光彩，把“老重庆”魅力
转化成重庆发展的软实力。

据了解，十八梯的招商工作正稳
步推进，对于意向入驻的品牌商户，
已开展意向登记、合作洽谈，和意向
落位的工作。

此外十八梯招商管理团队对首
进重庆和首进西南品牌进行了充分
挖掘，计划于年底前完成重点品牌的
招商工作，力争开业之日完美呈现。

未来的十八梯，必将集传统和流
行文化于一体，将餐饮、娱乐、便利服
务创造性的融于传统风貌街区环境
之中，以哲学经验、美学潮流、味觉盛
宴、时尚休闲的立体化服务，为世界
还原一种重庆生活方式。

文、图/陆丰

招商专线

023-81155555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招商全面启动

为世界还原一种重庆生活方式

日前，从十八梯传统风
貌区项目开发单位杭州新
天地集团传来消息，十八梯
传统风貌区的招商已全面
启动。

重庆母城最后一块“空
地”、“山地城市传统建筑技
艺博物馆”、山城最古老的城
市街区、历史“母城文化底
片”集大成之地……十八梯
有着各种各样令人瞩目的
头衔。这背后，则是来自文
旅、历史、商业等各个领域
的关注和期盼。

一个有历史情怀的地
方、一个占据了重庆核心区
位资源之地、一个高楼环抱
中的传统文化港湾……在
不同的人眼里，观察十八梯
未来呈现的角度也不尽相
同。但有一样是相同的：十
八梯一定会成为人们最想
去，和最热闹繁华的地方。
同时，源自重庆的厚重文
化，将赋予十八梯持久的活
力和吸引力。

1937年，著名国画
大师徐悲鸿先生来到十
八梯，映人眼帘的第一道
风景，是一行行到江边取
水的汉子和妇女，用扁担
担着满满的水桶，沿着崎
岖陡峭的石梯，一步步走
回家里，有时甚至要往返
多次。

看着他们吃力的步
履和被水桶压弯的扁担，
徐先生深刻地感受到那
份生活的艰辛，和这片土
地上的重庆人世代相传
的抗争精神。徐大师心
潮起伏，以十八梯上的所
见所闻，奋笔创作了《巴
人汲水图》这幅国画巨
制。

2010年，翰海秋拍
庆云堂近现代书画专场
中，这幅被誉为徐悲鸿最
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真
实记录民众阶层生存景
象的艺术珍品，以 1.71
亿元的成交价，刷新了中
国绘画拍卖成交的世界
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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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的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巴人汲水图》》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夜景效果图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夜景效果图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效果图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功能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