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十八梯，是重庆人的母城记忆之
一。它沟通着上下半城，承载着市井烟火
气。经过一年多的改造升级，目前十八梯
传统风貌区核心区已基本成型，曾经的十
八梯风貌即将以新的姿态重现。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南北连接着渝中
区中兴路和解放西路，建筑面积16万平方
米、占地88亩，改造提升项目从去年8月
开工。历时一年多的建设，从A1楼的顶

层可以看到，核心区的27栋建筑充满了川
东传统民居风格，高低落差达到了70米。
通观新建成的核心区主体建筑，发现这些
建筑依然延续和发扬了首开区的风格。无
论是木构穿斗吊脚楼、青瓦顶，还是明清与
欧式风格糅杂的特色构筑，如竹编墙、白灰
墙、条石墙与“干打垒”等，均大体还原了十
八梯在人们记忆中留存最深的那些景观元
素，贴近本地市民对十八梯的那份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善果巷35号和月台坝
24号作为优秀历史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只是
对其内部结构进行了拆除重建，保留它原有
的外立面特色。

目前，A、B、C核心区的主体结构施工
和外立面装饰已经完成，本月内将移交进
行商铺装修，剩下D、E两区正在做主体结
构施工，月底前封顶。核心区预计明年6
月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十八梯新景
快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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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十八梯。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2008年，十八梯棚户区老房
子被洒下的阳光照亮。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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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孃孃，龙孃孃，今天家里有
好多‘土鸡蛋’？”

“今天还可以，有几十个，进来
看哈嘛。”

……
这是西部志愿者冉彦玲近日

在荣昌区铜鼓镇刘骥村龙集素家
采购“土鸡蛋”时的场景。

为了更好地扶贫助农，今年8
月，冉彦玲开始学习电商直播，并
加入荣昌“在村头”农业电商孵化
平台。她每天都会挤出时间到农
户家里、农产品企业、商家店里去
了解收购土特产品，保证供货端
品质，并在直播间里售卖收来的
农产品，有时冉彦玲还会与同事
一起带着直播设备到田间地头进
行直播。

短短3个月时间里，她通过抖
音、淘宝、快手、小程序等新媒体渠
道累计开设助农扶农直播近40场，
成交300余单，观看人数达15万人
次，点赞近100万。

今年以来，“直播带货”成为推
动电商发展的新潮流。在荣昌区，
这一模式也被引入到青年志愿服
务中来，为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
带动农户增收。

文/图 本报记者 龙帆

扶贫助农“直播带货”有了志愿者身影

▲渝中区十八梯传统风貌区样板示范区，已经
建成的巴渝文化馆。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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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荣昌“在村头”基地直播间，西部志愿者冉彦玲（左）正在直播在村民家收购“土鸡蛋”。

▲近日，荣昌区吴家镇，冉彦玲（中）和同事带着设备来到
万亩蔬菜园区直播。

▲12月13日，渝中区较场口，部分完工的十八梯传统风貌
区景致。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渝中区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工作人员正在向商家介绍
十八梯项目情况。（摄于9月18日）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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