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城共融 魅力
南川三山聚首、三江汇流，是美丽的旅游之城、宜居的幸福之城、温

暖的人文之城。

城即是景，景即是城。南川聚焦“山清水秀旅游名城”的定位，按照景

区的标准规划建设城市，给游客“徜徉城区、移步换景”的体验。

以人为本，提升品质。南川聚焦群众需求，提升城市风貌，推动城

市景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共融共美，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建设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精细管理，提升服务。南川聚焦城市治理，以绣花般的细心、耐心、

巧心，深化大城细管、大城众管、大城智管，提高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

理水平，让群众感受高品质的服务。

重逢东街 摄/甘昊旻夜瞰东街 摄/甘昊旻

凤嘴江亲水公园 摄/夏于洪市民广场

有机更新
老城区“长出”旅游新地标

老旧小区、棚户区、旧城改造是老百姓的
“急难愁盼”。东街旧城改造，南川干成了一
件多年想干的难事、兑现了一件群众期盼多
年的实事。

东街，曾经是南川的“城中心”，从上世
纪 90年代开始，随着城市发展加快，新城
西向、东向扩容，东街逐渐“掉队”，成为棚
户区。多年来，居民多次呼吁拆迁改造，但
因体量大、成本高，拆不动，成为民生痛
点。东街项目总面积约 33.6 万平方米、拆
迁面积约 65 万平方米，涉及 4 个社区、
4200多户。

2018年，南川区借助国家棚户区改造相
关政策，积极筹措资金，把东街旧城改造作为

“第一民生”和“一把手”工程全面推进。“不仅
是城市推动更新，更是回应百姓关切。”南川
区相关负责人说。

“留旧生新”，区别于一般“推倒重来”的
拆建方式，东街在“拆旧”的同时“留旧生新”，
保护性修缮改造部分老旧建筑，再围绕老街
包装打造特色级景区，让棚户区“变废为
宝”。为此，东街改造将500余亩改造地块一
分为二，核心地带，保留城市街巷肌理，建设
120亩的文旅商业综合体，街区外围，利用腾
退出的空间建设3个安置还房小区，让老居民
住上新房屋。

“主客共享”，为避免城市更新后的“空心
化”和破除“游客不过夜”的旅游瓶颈，东街打
造成兼具市民生活和旅游服务功能的城市嵌
入式景区，既有家庭记忆馆、摩天轮等旅游产
品，也有特色餐饮等商业街区；既可为游客服
务，也满足当地原住居民的的生活需要。“东
街不能只靠外地游客的‘流量’，而应该回到
改善当地百姓民生的初衷，着眼于当地百姓
的高品质生活，让当地百姓参与其中、乐在
其中，让景区接地气、攒人气、有烟火气，自己

‘造血’和‘生长’。”南川区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年初，东街开街“蹿红”。前三季度，
东街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00万人次，成为文
旅新地标和网红打卡地，获评重庆首批市级
旅游休闲街区，跻身重庆市文旅新地标10强
榜单。东街片区的土地价值也翻了一番，达
到26亿元。

提升气质
人文美嵌入自然生态美

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这是南
川人的生活环境。在提升城市环境过程中，
南川区既重颜值又重气质，既布局凤嘴江生

态廊道，又打造凤嘴江文化带，人文与自然共
融共美。

结合河道岸线生态治理，打造的凤嘴江
滨河公园成为蜿蜒在南川城区的一道景观绿
带，为市民提供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独特建筑风格的金佛山书画院正式启
用，定期举办展会、沙龙等一系列文化艺术活
动；

改造修缮完成的尹子祠文化公园，
三面环水，白天幽静典雅，夜间流光溢
彩，目前正在加紧实施内容填充、业态再
造；

南川文化艺术中心造型独特时尚，内设
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功能区域，
成为市民读书、充电的重要阵地。

城市美的内涵不仅在于颜值和气质，更
在于其功能的发挥，为更多市民提供一个舒
适的家。

近年来，南川区已滚动实施城市提升项
目175个，累计完成投资274亿元。实施城
市路灯及夜景灯饰智能化建设，全面“消
灭”照明暗盲区；新建停车场30余座，新增
停车位2.3万个；新增公园游园10余个，城
市建成区绿地率达36.14%，绿化覆盖率达
39.8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3.04 平方米/
人。同时，推动南川中学初中部、人民医院
妇儿分院、新妇幼保健院等一批民生项目
竣工投用……

城市生活更加便捷、舒心。

精心“绣花”
人性化管理彰显城市温度

一座城，三分建、七分管。
近年来，南川区加速提升精细化、智能

化、人性化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走进南川，国家卫生城市的干净令人神清气
爽。近年来，南川持续开展治乱拆违、街净巷洁、
路平桥安、整墙修面、灯明景靓、江清水畅、城美
山青“七大工程”，常态化开展“十乱”专项整治，
落实环卫保洁“三化三全”，让南川始终保持干
净、整洁、美丽、有序的城市面貌。

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南川还植入了“智
慧”二字，全力开发“城管大脑”，大力推进智
慧城管在园林绿化、市政设施、城管执法、市
政环卫等方面的应用。

实现城区3549路公共区域摄像头与“城管
大脑”的信息链接与共享；率先建设高空违法建
筑智能识别系统；“12319城管舆情”平台投用，
按时接办率、按期结案率等超过99%。

南川城市管理还有很多温暖的场景。
建设13座“劳动者港湾”，完善医疗、休息等

各类便利服务配套设施设备，有效解决环卫工人、
交通警察、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建筑搬运工人
等户外工作者“喝水难、休息难”等问题。

打造志愿服务街景，建设2公里的志愿服
务主题街，设立志愿服务岗亭，配备直饮水、急
救医药箱、公益雨伞、手机充电器等物品，全天
候开放，为广大市民提供帮助和服务。

设置火车站大排档摊区、名润百货摊区、
申易小吃摊区、杨泗桥小市场、小河嘴花鸟市
场等临时占道摊区15个、摊位660余个，不定
期设置“果农摊位”“夜市摊区”“大学生创业摊
区”等临时摊区，在解决“游摊占道经营”难题
的同时，解决老百姓生存、就业问题。

细节之处，彰显城市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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