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白麟）经过近
4年打造，十八梯传统风貌区终于
揭开神秘面纱。1月26日，重庆日
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较场口城市阳
台施工挡板已经拆除，站在城市阳
台，便可对下方的十八梯整体面貌
一览无余。

“看，梯坎一直通到最下面马路
上，就跟过去一样。”“这么多的老重
庆建筑，真是壮观！”觉察到这一变
化的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观赏，大
家一边拿出手机拍摄，一边发出赞
叹。

从城市阳台俯视，一座座青砖
黑瓦的房舍连绵不绝，气势恢弘。
细看去，每一座房舍的格局又错落
有致，在细节上各具特色。盐帮大
厦等老建筑，都以原位置、原高度、
原尺度、原材料等进行了复建；一些
有价值的老树、植被和历史遗迹，也
都保留了下来。

实际上，十八梯传统风貌区的
修复重建，正是要延续原有的街巷
格局和肌理，提取传统民居建筑形
式和元素，并按照传统建筑工法进
行适当的复建和创新，将十八梯所
蕴含的城市文化原汁原味地表现出
来。

杭州新天地集团重庆十八梯项
目商业副总经理王睿介绍，十八梯
传统风貌区包括A、B、C、D、E共5
个功能区块，目前A、B、C区所构成

的核心区，主体和外装施工都已基
本完工，D区主体建筑已经封顶，E
区也正在加快建设。预计今年下半
年，核心区就将正式营业。

根据最新规划，十八梯的各个
功能区块被划分为“两体验两中
心”。其中，十八梯主街所在的A
区、B区作为传统文化体验区，将
以巴渝传统文化、市井民俗为基
调，打造集文化休闲、人文观光、餐
饮住宿为一体的开放式文化体验
街区，计划业态为非遗体验及展
示、特色餐饮、文化茶楼、精品集合
等。

C区定位为国潮文创体验区，
将以传统手工艺传承创新、项目特
色产品精致研发，文创IP衍生孵化
为主，结合网红餐饮、休闲娱乐，展
现国潮时尚文化。在这个体验区，
布局有旅行图书馆、国潮主题高端
精品民宿、文创手办集市和网红小
吃集市等。

作为国际交流中心的D区，是
以国际精选美食、城市限定手办、商
务品牌会客为发展导向。

E区定位为生活方式中心，主
要是以夜经济娱乐聚集、个性化休
闲生活、沉浸式演艺秀场为发展方
向，打造潮乐青年聚集地。

据介绍，十八梯传统风貌区的
恢复和重建规划，在历时10年的进
程中，曾经历了多次优化升级。这
个过程中，政府、建设方对十八梯历
史沿革的研究不断深入，进一步厘
清了文脉，提炼出了风貌特色，更反
复向文物专家、历史学家、市民大众
征求意见，寻求更恰当的保护措施
及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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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随着春节
临近，加上就地过年的号召，不少留在重
庆就地过年的群众陆续开始储备年货。
除了各大商圈购销两旺外，位于北滨路
的中国西部消费扶贫中心也热闹非凡。
1月26日，记者来到中国西部消费扶贫
中心打探哪些扶贫产品受青睐。

在石柱馆门口，记者看见两名工作
人员正手脚麻利地将腊肉、萝卜干、牛肝
菌、蕨根粉等农产品打包装入礼盒，“这
是一家企业下的订单，里面装的都是我
们最畅销的产品。”一名场馆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记者发现，虽然不是周末，前来这里
选购年货的群众也不少。“您来尝尝我们
的麻辣鸡吧，特别香，好多顾客都说好
吃。”在丰都馆门口，工作人员热情洋溢
的推介，吸引了市民李胜文。仔细品尝
后，他连连称赞道“确实不错”，果断下了
一单。

李胜文是山东青岛人，在重庆工作
已一年有余，为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他
表示已经决定今年不回老家了。“接近
2000公里的路程，沿途跨越多个省市，
风险还是比较大，留在重庆既是对自己
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李胜文说，他会
和同样留守在重庆的同事一起结伴过
年，因此要备一些年货。

在内蒙古馆，市民张彩正在采购年
货。她说：“以往我们都是三四家亲戚聚
在一起团年，今年提倡就地过年，要严格
控制聚餐人数，我们已经商量好改为电
话拜年了。”张彩说，为了春节宅家，她此
次特意选购了不少零食，顺便也用消费
为扶贫助力。

中国西部消费扶贫中心，内设33个
区县馆以及11个西部省区市的消费扶贫
专馆，扶贫产品超过5000种，线上产品
则超过1.7万种，覆盖面十分广泛。

“腊肉、竹笋、牛肉等产品，卖得比较
好。”西部消费扶贫中心负责人李文锋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该中心特色年货销量
猛增，今年元旦以来线下零售已达256
万元，销售额远超上一月度，其中腊肉系
列产品卖出43万元、竹笋干系列产品卖
出23.1万元、石柱老川江牛肉系列卖出
11.89万元。

李文锋说，除了储备年货的需求外，
近期扶贫产品卖得好，还得益于该中心
举办的消费扶贫周系列活动。

“上周我们举办了为期5天的石柱县
消费扶贫周系列活动，期间石柱馆实现
产品销售49万元，还签下了850万元的
订单。”李文锋说，本周五起为期5天的城
口县消费扶贫周系列活动又将开始，届
时来自城口县的老腊肉、鸡鸣茶、土蜂
蜜、干花菇、九重山矿泉水等土特产品将
汇聚西部消费扶贫中心城口馆。

“城口的腊肉十分出名，到时候我们
会推出系列折扣、特惠活动，正是市民选
购、囤货的好时机。”李文锋说。

市民开始备年货

这些扶贫产品走俏市场

黔江区20多名90后大学生在该区“互联
网+”社会扶贫基地创建了农掌柜数字农业
平台，设立电商扶贫产品馆“线上+线下”平
台、扶贫大数据中心、农产品供应链优化中
心、短视频+直播电商培训等扶贫项目。
2020年7月以来，农掌柜团队走进田间地头、
扶贫车间，帮助农业生产者将手机变为新农
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数据成为新农资。半年
来，农掌柜平台直接总交易金额95.37万元，
交易总量 116 吨，对接其他电商平台销售
119.7 万元，开展直播短视频宣传活动 50 多
场，还举办多个采摘节、丰收节等助农活动，
助推了当地的扶贫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

武陵都市报记者 杨敏 摄影报道

拍视频 玩直播 树品牌

90后“农掌柜”
玩转数字农业

在黔江区阿蓬江镇高碛社区的柑橘园里，农掌柜团队队员（右）在直播销售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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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麟

1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大
溪沟张家花园步道的起点，一股浓郁
的书卷气息扑面而来——步道两旁外
墙上经过了统一的重新涂装，绘制着
闻鸡起舞、悬梁刺股、愚公移山等200
多平方米的耕读故事。旁边的人和书
院传来悠扬的二胡声。

张家花园步道，是大溪沟片区山
城步道的一段。在大溪口片区，还有
第八步道等多条山城步道。由于地处

老城区，过去，这里不少步道都破旧脏
乱、行人匆匆。

“例如第八步道，过去有很长一
段挡墙都被雨污侵蚀，看起来很是
斑驳老旧，周围管线乱织，地面也有

不少坑洼，垃圾乱丢的现象比较严
重。”大溪沟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华
庆表示。

2018年，大溪沟街道开始对步道
进行升级改造。

在步道改造中，街道和社区首先
通过入户调查，广泛搜集居民意见，了
解他们对消防、外立面、积水等问题的
看法，进行针对性修整。

在此基础上，当地依托中华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遗址、中法学校等步
道上的景观、景点，全面提升沿途景观
和文化品质，凸显了山城文化、统战文
化、党建文化历史特色。

记者看到，如今，第八步道的破旧

挡墙，已经变成了彩绘的主题宣传“守
礼墙”。墙上陈列着许多放大的钢笔
画作，描绘着“老重庆”的各类场景，如
当地张家花园孤儿院、东风楼、原四十
二中等，另伴有各种诗词文化小品，如
《红球坝赋》《白杨礼赞》。

步道两旁的居民防盗网，则被
做成了可爱的五线谱形状，电线杆、
通信箱体上，也别出心裁地用笔墨
勾勒了老山城的文化场景。步道边
配以座椅，游人走走停停看看，轻松
写意。

大溪沟山城步道改造完成 老旧背街变身文化小巷

历经近四年打造历经近四年打造
十八梯揭开面纱十八梯揭开面纱
核心区预计下半年正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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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梯传统风貌区的吊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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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中国西部消费扶贫中
心，市民正在购买特色年货。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从城市阳台俯视十八梯传统风貌区，一座座
青砖黑瓦的房舍依山而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