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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足“绣花”功夫“在大地上作画”

沙坪坝 人民城市示范区建设有了新模样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时间，杂乱的洪水消落带就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景点。”家住沙坪坝区磁器口街道磁建村社区的陈熙

伦对眼前的一片春色美景惊叹不已。
在他家旁边的清水溪畔，呈现出一幅“两溪花谷”的美景：面积31亩的驳岸缓坡，通过自然块石垒砌，形成了具有防止水

土流失、沃土循环利用的“梯田”，这片主城都市区中的田园风光，又给磁器口古镇增添了一处赏心悦目之景。
围绕“人民城市示范区”建设目标，沙坪坝区着眼东、中、西“三大作业面”，实现全域空间优化、全域品质提升、全域产业

升级、全域城乡融合。人民城市建设速度在加快、模样在变美、环境在变好，更宜居宜业、宜游宜养。

王彩艳 陈佳佳
图片除署名外由沙坪坝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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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器口“两溪花谷”

践行新理念的人民城市
人与城共生共荣共和谐

人民城市示范区如何建？
沙坪坝区相关负责人说，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人的
素质提升，让人成为城市最美的风景。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统筹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打通基层治理和城市管理的关节，变治理体系为体系
治理，让城市更有序更温润，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让环境更舒适，生活更美好，这是人民城市建设最
基本的要求。

近日，天星桥小正街305院的100余户居民再也
不为爬楼梯烦恼了。小区里加装了4部电梯后，这些
住在老旧小区里的居民生活更加方便。

“年初启动的老旧小区改造，让我们能够住上新楼
房，还就地有了市场和公共服务设施。”石井坡街道和
平山社区大河沟251号-252号的48户居民很高兴，他
们所住的四层砖混结构楼房，经鉴定为D级危房后，沙
坪坝区住房城乡建委决定将其拆掉，为居民们重建。
重建时，增加一层，将底层作为便民市场和为该片区服
务的公共设施。此外，大河沟片区10多栋老旧楼房、
500余户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配套设施都将在此次
改造中得到改善。

据沙坪坝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沙坪坝区以“绣花”功夫，启动实施石井坡中心湾、
双碑堆金村等10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并同
步打造一批小花园、小步道、小书吧、小驿站、小设施。

在沙坪坝区井口街道，有一支“红岩·阳光小喇叭”
志愿服务队，每天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志愿者就背着
小喇叭走街串巷，在小区内循环滚动播放居民公约、疫
情防控等内容，对小区内遛狗不牵狗绳、随地吐痰等现
象进行了有效的劝导制止。

“冠红岩之名、铸红岩之魂”实践活动在沙坪坝区
广泛开展，红岩志愿者已成为沙坪坝区一道靓丽风景
线，他们是红岩精神的传承者和传播者。目前，沙坪
坝区已有注册红岩志愿者30.1万人、志愿服务团队
3298个，他们广泛参与到城市管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服务中。前不久，沙坪坝区200余名青年红岩志愿

者、小小红岩志愿者对全区700余个城市户外箱体进
行美化，让老旧箱体焕然一新。

精细化更新东部老城
形态、业态、文态、神态有机统一

在人民城示范区建设中，沙坪坝区正在努力打造
嘉陵湾区：以磁器口、特钢厂为珠，以三山两溪、井双滨
江为线，以歌乐山、中梁山为屏，运用梳理手法，植入江
野理念，点缀湾区地标，“在大地上作画”，打造望山见
水、春到嘉陵的江城景象，让沙坪坝区呈现国际范与重
庆味、现代化与原生态的完美融合。

磁器口片区位于沙坪坝区东部城区，这一片区的
更新是沙坪坝区城市更新的一个范例。挖掘新空间，
打造新场景，培育新业态，植入新元素，蝶变焕新，“千
年老磁器”变为“时代新磁场”。

今年，沙坪坝区在磁器口老街里新打造的嘉滨巷
子人行动线，经嘉滨巷、禹王巷通往龙山公园，通过提
升绿化、增设灯饰等，以作画和构图的手法对沿线节点
实施“微改造”，古镇质朴气息和文化意境更加浓郁，逐
步打造为重庆最具象征性的山城古镇历史文化核心，
让游客、市民直呼“变化大”。

望山见水、春到嘉陵的江城景象已开始呈现。“两
溪花谷”就是一个让市民满意的项目，面积约10万平
方米，在驳岸消落带内栽种巴茅、美人蕉、鸢尾、卡开
芦，并科学地配种桃树、梨树、李树、杨梅、红枫、芭蕉
等，实现四季花开、四季闻香，多彩植物在不同季节呈
现不同色彩，让众多游客、市民流连忘返。

4月2日，歌乐山·磁器口文化旅游景区的重大文
旅项目《重庆1949》升级开演后，立即受到各方关注和
市民喜爱。

结合城市建设进行业态升级，这是沙坪坝区人民
城市示范区建设的重心。

已启动的磁器口后街项目重点布局传统文化、精
品工艺、创意商业、主题客栈等业态，打造追忆老巴渝、
融汇山城风情的城市名片；正在加紧建设的磁器口外
街项目呈现沙坪坝区全新 TOD 作品，打造首个“I
AM I”重庆青年潮流社区。启动建设的金碧正街文化
旅游项目通过街区场景再造和文化场馆运用，打造成
集重庆街巷、历史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文旅项目。

即将启动建设的特钢厂创意文化产业园区，占地
277亩，规划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现已完成规划设计。

磁器口步行街正在打造建设磁器长歌沉浸式体
验馆，结合磁器口跨越千年的历史和优质的文创内
容，通过最先进的AR、VR和灯光技术，打造沉浸式
旅游目的地标杆。

“磁器口的变化很大，保留了烟火气，很有人情味，
有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当地居民游江说。

用“绣花”功夫补短板
“群众家门口的风景”越来越多

今年春节后，住在沙坪坝区凤天路上的居民发现门
前的街道变了样：凤天大道道路中分带的绿化新栽上各
类花和灌木，阻碍人行道通行功能的杆体被移走，人行道
上增加了无障碍设施，改造后的人行道更加人性化……
这是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中的一个“点”上的变化。

沙坪坝区着力补齐功能短板，让人更舒适，生活更
有品质，城市在自然中有机生长。

提升城市生态品质和城市颜值，是补短板的一项
“绣花”功夫，沙坪坝区通过全面梳理“四周四沿”周边及
坡坎崖，对其进行补绿增彩、增设花箱，绿化提质。同
时，通过建设一批体育公园、社区公园，打造城市小花
园、小花境、小绿带；对桥下空间进行美化，完成路边配
电箱、轨道出风口等箱体美绘；对内环沿线等区域的老
旧小区进行立面改造等，全面提升城市的颜值和生态。

将于今年6月底投用的名人广场停车库，能为三
峡广场商圈提供泊车位779个。而像这样的停车设施
将会越来越多。目前，沙坪坝区已启动建设石门大桥
桥下机械式停车库等一批项目，到今年底将确保新增
城市公共停车泊位5000个。

完善路网结构、治理堵乱点，方便市民出行，这也
是补功能短板的重头戏。

今年，沙坪坝区全力推进轨道交通15号线、27号
线、7号线、17号线4个轨道项目建设，同时完成5个轨
道站点的步行便捷性提升工作；在骨架干道建设上，着
力完善“四横三纵多联络”的快速路骨架体系，加快推
进科学城隧道、内环快速路拓宽、红岩村大桥等5个骨
架路桥隧项目建设，更新完善东中西区域路网规划，以

“四周四沿”为重点，推进75条区级主次支道路建设；
在治理城市堵乱点中，将以核心商圈、磁器口、井双3
个片区作为示范，打通10条未贯通道路，渠化改造8个
交叉路口，实施完成11个城市堵乱点综合治理。

“坚持规划、生态、基础、景观、配套‘五个先行’，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西部新城。”沙坪坝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优化“一廊两心三组团”空间布局，打造梁滩河

“百里生态画廊”，建好科学城枢纽站、五云湖“两心”，
推动国际物流城、青凤科创城、高品质国际社区“三组
团”联动发展。目前，沙坪坝区西部新城规划“三高铁
三枢纽”格局，即成渝中线高铁、兰渝高铁、渝西高铁和
科学城站、兴隆场编组站和团结村集装箱中心站3个
铁路枢纽，规划“两横三纵一联络”的高快速路网格
局。其中，成渝中线高铁及中线高铁科学城站已通过
国家批复，正加快推进建设。规划布局建设公共卫生
机构3个，区妇幼保健院、区疾控中心正加紧建设中。
按照规划，西部地区中小学将达到44所，其中，树人和
平小学、树人崇文小学、AH24地块新建公立小学即将
投用。

绘就中部美丽乡村
现代都市中的“诗意田园”渐次呈现

“城市有乡村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沙坪
坝区以“歌乐—中梁—丰文”作为乡村振兴示范带，打
造现代都市中的“诗意田园”。

沙坪坝区通过“一化两改三不见”（“一化”即美化，
“两改”即规范改造圈舍和柴棚，“三不见”即不见生活垃
圾、不见建筑垃圾、不见白色垃圾）专项行动，使农村人居
环境从“一处美”变成“处处美”、“一时美”变成“时时美”。
从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沙坪坝区已累计种植花卉苗木面
积58万余平方米，清理“蓝棚顶”9.3万平方米，完成1225
户农房整治提升，新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2276户，
极大地改善了农村整体面貌。

沙坪坝区坚持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振
兴乡村为核心，走绿色发展之路，“田园即景区”，村庄四
季鲜花盛开，赏心悦目，现代都市中的“诗意田园”正在
渐次呈现，“土味”中彰显“品位”，“质朴”中体现“大美”。

以歌乐—中梁—丰文示范带为重点，开展颐麓欢
歌、双天池、火龙井等7个现代都市农业基地建设，大
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道路、水利、电力等基础
设施配套，修建生产大棚、冷链仓储、农产品粗加工、休
闲观光等设施，培育农业特色品牌，大力发展精品果
蔬、农事体验、赏花采摘、休闲垂钓、民宿康养、户外运
动、研学旅行特色产业。

丰文街道三河村村民赖家伟每到周末就会忙得不
可开交，他利用自家农房办的乡村民宿，常常吸引山下
来的游客“打拥堂”。

当前，三河村正在努力建设重庆艺术文化村，用艺
术赋予乡村独特魅力、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力量。

通过挖掘乡村文化和利用生态资源，目前，三河村已
建起和正在建设产业项目26个。其中以“萤火谷农场”

“渡兰居”等为代表的农旅产业项目4个，以“缙泉烧”“镜
蓝染”“远山有窑”等为代表的文创产业项目15个，以“山
明竹隐”“悦隐山”等为代表的文化配套产业项目7个。利
用闲置农房，引入木艺、雕刻等艺术家和非遗文化传承
人，以川美美术馆为重点推进画家村建设，形成了文创产
业与农旅产业联动融合发展的精致乡旅产业格局。

在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上，三河村已建
成乡村会客厅、游客接待中心、文化大院、远山茶舍、普
利艺术馆等多处公共设施；建成“四好”公路15公里、
入户便道20余公里、生态停车位300余个；建好卫生
公厕4座、污水处理站4座，安装太阳能路灯500多盏。

如今的三河村，已按照迎宾艺展主题区、远寻乡韵
主题区、萤火栖谷主题区、陶艺禾田主题区、文创艺术
旅游线“四区一线”的总体布局，一幅新时代的“富春山
居图”正在渐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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