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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城 摄/陈星宇

龙文街道菜坝社区改造后的休闲长廊 摄/李显彦 龙文街道菜坝社区改造后的停车位

一条条畅通路网，串连起幸福之
路；一处处片区改造，编织起宜居家园；
一个个特色街区，扮靓城市形象……近
3年来，綦江区大力实施城市品质提升
行动，完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48
个，房屋959栋，惠及16607户5.3万余
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极大
提高。

改造老旧小区
幸福又宜居

最近，文龙街道虹桥小区完成改
造提升，“整容”后的小区，以崭新的面
貌呈现在业主面前。

据綦江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作为綦江区最早一批商品房，
虹桥小区建成使用已有20余年，由于
年代久远，小区配套设施老化，排污管
道堵塞，电线管网杂乱。加上地理环境
复杂，安全隐患滋生成为了长期困扰居
民生活的难题。现在通过实施改造，小
区环境得到了明显提升，道路平整，雨
污分流，外立面干净整洁，为小区居民
创造出“环境提升，配套完善，管理到
位，群众满意”的幸福宜居环境。

据了解，在老旧小区改造实施中，
綦江区始终遵循“以民意为导向”的原
则，问计于民量身定制，最大限度地符
合改造小区实际、满足居民需求，征集
合理化建议，邀请所在街道、社区工作

人员、居民代表及设计单位，共同对小
区改造设计方案进行论证修改，以确
保改造内容符合小区实际，满足群众
需求，让小区旧貌焕新颜。

接下来，綦江区将持续开展城市
更新行动。以城市体检为抓手，对症
下药，由点及面，逐步完善城市更新规
划体系，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老旧功能
片区转型升级，促进基础设施更新换
代。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着力建设更加幸福、宜居的重庆

“南大门”。

整容老街区
有“面子”又有“里子”
走进位于古南街道的百步梯，这

里地方不算太大，但它在綦江，人人皆
知。四通八达的小巷通达不同住宅楼
栋，来来往往的学生从这里穿行而过，
从清晨的早行者到深夜回家的夜归
人，百步梯的人声脚步声从未停歇。
时光流逝，綦水汤汤，百步梯在岁月中
留下一代又一代綦江人的回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昔日人头
攒动、熙熙攘攘的百步梯如今出现了
道路崎岖狭窄、居民出行难、车辆无法
通行、消防隐患多等诸多问题。如何
重新焕发百步梯的社区活力成为了老
旧街区改造的重点。

2021年1月，百步梯开始进行老

旧街区的改造。改造后的百步梯打通
了文昌宫社区和百步梯社区之间原本
狭隘坑洼的断头路，大大提升了整个
片区背街单体楼栋的应急疏散逃生能
力，排除消防安全隐患。同时，在改造
中安装楼道灯30盏、规划建设停车位
45个，新建红色故事壁画及浮雕、红
色文化宣传栏，在提升街区安全的同
时，也凸显该街区的“红色文化”。通
过修旧如旧、业态植入、修复更新等模

式，传承历史文化，留住城市记忆。使
红色文化、社区特色、人文历史三者有
机统一，既关注“面子”更重视“里子”，
实现老旧小区改造“功能美、和谐美、
特色美”。

背街小巷是城市最基础的“毛细
血管”，是城市的“里子”，不仅关乎市
民日常出行，也承载了城市的历史和
记忆。新的一年，綦江区将以綦河为
主轴，启动“一江两岸”下北街、老火车

站、菜坝、桥河四个片区整治，提升优
化城市公共空间。以设施更新、生活
便利、环境美化为重点，改造提升龙脊
山、石佛岗等片区老旧小区，打造群众
满意的幸福社区。完善东部新城功能
布局，完整呈现宜居宜业的城市形象。

补齐基建短板
惠民又提质

“改造老旧小区要从最难处入手，
要打通消防通道，配齐消防设施，规范
管线市政管网建设，同时要配套停车
位、社区功能用房等设施。”2021年
10月綦江区召开綦河两岸城市更新
片区策划工作专题会议，会上明确改
造老旧小区要从最难处的补齐基建短
板入手。

在今年实施的双龙社区电力二村
改造项目便是以完善社区功能为主。
在改造过程中充分挖掘社区中现有消
极绿化空间，整合拆除建筑场地后，形
成约3900平方米的城市空白用地，通
过创新的高差处理方式，联通上下小
区，多平台多活动，修建出社区食堂、
养老公寓、新增地下停车位100个，让
小区居民深切感受到了社区新变化、
新气象，增加了小区居民满意度，提升
群众幸福感。

而在綦江区另一个改造重点示范
项目代家岗社区大石路片区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中，为解决小区居民的室外
活动和停车需求，在改造中以场地留
白为手段，新建包含儿童活动区、老人
活动区、健身步道的农机水电文化社
区广场，打造3458平方米地下停车库
面积和1050平方米机械停车楼，为周
围群众带来了148个停车位。同时在
周围区域进行环境及建筑立面品质提
升，让居民群众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近年来，綦江区重点从消除安全
隐患、优化居住环境、强化基础设施等
方面着手，通过路面硬化、管线改造、
立面改造等方法，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基础设施更新换代，实现全区改建停
车位800余个，同步改造社区服务中
心7处、养老服务站6个、卫生服务中
心4处、体育健身设施12处，把老旧
小区改造这项民生工程做成增进民生
福祉的重头戏。

下一步，綦江区将继续围绕“消隐
患、优环境、补配套、强管理、留记忆”
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深入开展城
市体检，系统梳理城市发展在生态宜
居、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
洁有序等方面存在的短板，整体推进
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促进城市
高质量发展。

贺娜 杨晨 图片除署名外由綦江区
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3年完成改造项目48个，惠及5.3万余人

提升城市品质 綦江老旧小区改造持续发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保护协同合作、利民利业优势互补

城口 加快建设城宣万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
城口、宣汉、万源三地同处大巴山

南麓，同属川陕革命老区核心区，山水
相连、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是川东北
渝东北毗邻地区向北联结关中平原的
重要门户。2020年，城宣万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示范区成为川渝毗邻地区合
作共建的区域发展功能平台之一。

“示范区建设将有利于突出区域
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促进优势互补、利
益共享。”城口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城口从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生态保护合作、扩大产业协作、推
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促进百姓互利
互惠等多个方面，加强与万源、宣汉跨
区域合作，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预计到2025年示范区将
初步建成，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1000
亿元。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2022年1月10日，在坪坝镇议学

村附近、海拔约1100米的万源—城口
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城口段）一标段
管线施工工程现场，多名工人忙碌着
调管、布管、焊接等作业。城口多山
地，施工地段地形高差起伏大，一标段
全线高差达600米左右。冬季雨雪天
气多见，也增大了施工难度。

“尽管存在多种不利因素，一标段
从2021年11月开工以来，坚持保质
保期作业将按计划于2022年6月完
工。”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万源—城
口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城口段）全长
约63公里，除正在施工的一标段，二
标段和三标段将于今年春节后同步启
动招标建设，全线计划于2022年底前
完工通气。

长输管道天然气工程对于城口来
说意义重大。目前，城口全年天然气
消费约400万立方米，全部依赖县外
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车向县内持续运输
保证供给。2020年5月，为了进一步
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
部署，城口与万源签订《城口县与万源
市加快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其中明确
双方共同推进城口至万源天然气长输
管道建设。“工程完工后不仅能够保证

供气稳定、降低居民用气价格，还将为
城口的工业用能方式调整实现节能减
排，为绿色工业发展提供条件。”城口
县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未来，城宣万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示范区还将共同建设内外联通现代基
础设施，完善交通物流运输体系，加强
汉江、嘉陵江支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管理协作。比如，规划建设万州—城
口—安康普速铁路，推进城口—万源
高速公路、城口—宣汉—大竹—邻水
高速公路前期工作，推进万源—宣汉
快速通道建设。

同时，积极抓好5G、物联网等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
信息技术在红色文化传承、产业协作、
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近年来，城口始终把保护生态作

为最大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努力探索绿色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有效路径。

在示范区建设中，城口利用城宣
万地理位置邻近和生态保护显著的优
势，积极推进大巴山生态廊道建设，实
施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加
强地质灾害防治、隐患排查和风险评
估合作。同时，推动三地污染防治协
同管理，共建突发环境事件预警防控
应对处置综合管理平台，完善生态环
境联合执法机制落实河（湖）长制、路
长制、林长制，建立三方河（湖）长、路
长、林长沟通机制。

“共同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才
能考虑资源的开发利用。”城口县发展
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依照《城宣万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
案》，三地将探索建立土地、能耗、碳排
放等要素互补互偿机制，优化资源综
合利用产业布局。

方案中还明确提出将依托渝西高
铁及城口、宣汉产业园区，重点布局天
然气、锂钾等资源综合利用等产业，打
造城口—宣汉资源综合开发示范带；
依托城口至万源高速公路和快速通
道，重点布局休闲旅游、生态养殖、有
机绿色农产品、道地中药材种植加工
等产业，打造万源—城口农文旅融合
发展带。

推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城口的历史，唯红色尤为厚重。

2021年9月，重庆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告，城口土城
红军老街景区达到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标准，拟确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而同属革命老区的宣汉和万源也拥有
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为三地的旅游
文化合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据介绍，示范区将共同传承弘扬
川陕革命老区精神，保护修缮川陕苏

区城口纪念馆、红三十三军纪念馆、万
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等红色遗迹，加
快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城口主体建
设区、川陕红军干部学院；深入挖掘革
命老区红色文化，开发一批红色文化
产品，培育一批文创旅游企业，推进红
色文化与旅游、商贸、会展、教育培训
等深度融合发展。

同时，依托城口县亢谷（亢家寨）、
宣汉县巴山大峡谷、万源市八台山等
重点景区和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打通
景区连接交通干线的快速通道，构建
大巴山康养旅游环线和红色旅游线
路，共同打造大巴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建设国际知名的文旅度假康养旅游目
的地。

2022 年，城口将通过建立共同
营销、客源共享、游客互惠和利益分
享机制，积极推动城宣万革命老区红
色旅游发展，用好大巴山国际旅游度
假区发展基金，积极打造跨区域精品
旅游线路。

为了弥补交界地方存在的公共服
务覆盖短板，城口还将联手宣汉、万源
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促进公共资
源合理配置，共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2021年4月，城口双河至达州万源
堰塘省际公交线路正式开通。据介绍，
未来，城口将开行更多毗邻地区跨省际
公交线路，提升交通便利化水平；完善
区域义务教育招生联动机制，保障学生

就近入学；完善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公
共安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联合处
置机制，加大跨区域综合执法。

刘茂娇 刘钦 李官芮
图片由城口县委宣传部提供

链接》》
2025年
示范区GDP将突破千亿元

据介绍，城宣万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示范区将于 2025 年初步建成。届
时，区域经济总量和质量显著提升，协
调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地区生产总值
突破1000亿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50%，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在文化传承弘扬、生态环
境保护、特色产业发展等领域取得显
著成效。建成全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创建国家5A级景区，完
善大巴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功能，年接
待游客能力超过 3700 万人次。农村
基础设施条件和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乡村振兴面貌基本实现。

到 2035 年，该示范区将全面建
成，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功能进一步增
强，大巴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影响力和
知名度显著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基
本实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格局形
成、示范效应彰显。

群众参观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

建设中的亢家寨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