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做IP、做融合、做产业三把“钥匙”
打开“文旅向‘南’、幸福上‘岸’”新空间

重庆经开区发展新质生产力
再造一个“南岸工业”

“重庆经开区是南岸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贡献
了南岸60%的GDP、90%的工业产值。经开区正抢抓
新一轮改革机遇，开启‘第四次创业’，紧紧围绕‘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深化园区
开发区改革，更加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发展新质生产力，
再造一个‘南岸工业’。”南岸区委书记、重庆经开区党工
委书记（兼）许洪斌说，南岸将坚持向存量要增量、向新
赛道要增量、向科技要增量。力争到2027年，重庆经开
区GDP年均增长10%左右，工业亩产强度超过1500万
元，迈入国家级一流开发区行列。

目前，重庆经开区正在布局智能终端、软件信息、大
健康3个千亿级产业和节能环保、汽车电子2个五百亿
级产业。按“产业图谱+产业地图”构建创新生态，与禾
赛科技集团共建激光雷达产业园，成为车规级激光雷达
重要供应链基地；打造广阳湾实验室、大学科技园等高
能级科创平台，加快成果转化，培育类脑智能、人形机器
人、数字能源等未来产业。

同时，重庆经开区也在抓重庆建设科创高地的新机
遇，布局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全力开展制造业倍增、服
务业提质、营商环境优化、数字化统领改革、开放型经济
跃升、城市能级提升六大专项行动，通过改革先行先试，
聚焦“四园一港”产业单元，推行园区内全生命周期闭环
式服务机制，赋能企业成长、产业发展。

高铁拉动现代化新城
2030年地区GDP将超千亿元

“高铁飞驰，将拉动一座现代化新城的崛起。”南岸
区委副书记、区长，重庆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王茂春在发布会上介绍，正按照“重庆城市门户和新
地标”的总体定位，以3.47平方公里的重庆东站为核心
区，在周边打造一个约50平方公里的枢纽新城。这座
新城既能快捷通达全国又快速通勤市内，同时提供15
分钟服务圈高品质生活，必将成为旅行者、安居者、奋斗
者的理想家园，预计到2030年地区GDP超千亿元。

据悉，重庆东站预计明年建成后，将实现成都、贵阳
的时空距离将缩短至1小时，长沙、武汉、西安3小时可
通达，6小时抵达北上广深，形成一个辐射23省、10亿
人口的高铁圈，年客流量将突破1亿人次。“从重庆东站
出发，市民们下班就可以到成都街头走一走、到贵阳上
春山，周末可以体验‘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早去天
安门看升旗、晚到西安鼓楼听鼓乐；还可以一站抵达南
京、上海，观秦淮、游外滩。”王茂春说。

重庆东站不仅快捷通达全国，还可以快速通勤市
内。东站接入了4条轨道，可实现高铁、城轨、公交、出
租车、网约车等垂直无缝换乘，用时不超过5分钟。还
有“五纵六横”的快速骨架路网，保障车辆“快进快出”，3
分钟上高速，15分钟到朝天门，30分钟到江北机场。旅
客对于时空距离的感受，将在重庆东站再一次被刷新。

王茂春介绍，枢纽新城将规划布局品质高端的商务
楼宇、业态完善的酒店集群、形式多样的风情街区、功能
全面的文化会展、服务周到的康养医疗，打造覆盖“吃住
行、游购娱、医学养”的15分钟生活服务圈，满足人们高

品质生活的各种需求。更值得期待的是，未来的枢纽新
城是一座更智慧、更“懂人”的城市。无人驾驶、智慧站
台、智慧楼宇、智慧社区等场景应用将逐步投用，依托城
市数字化治理和运行中心，让数字化城市治理融入市民
生活。

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
“南岸十美”锁定文旅颜值气质

7月12日，“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记者采访团
一行来到南滨路下浩里，这里是重庆新晋热门打卡地之
一。下浩里经过湖广填四川大迁徙、清末民初开埠热和
抗日战争举国内迁3次发展大机遇，不仅完整保留着法
国永兴洋行旧址、温家院子等老建筑，也留存着众多名
人轶事。今年4月，下浩里成功入选中商数据等多家权
威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商业更新标杆》排行
榜，是重庆唯一入选该榜单的优秀项目。

南岸地处两江四岸核心区，面积262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120万，依南山而临长江，从海棠烟雨、黄葛晚
渡，到立德乐洋行、意大利使馆……南岸区既有巴渝十
二景中最具特色的山水画卷，也见证了百年前重庆“十
里洋场”的繁华烟火。南岸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
委新闻发言人包茹华介绍，南岸区将锁住“做IP、做融
合、做产业”三把“钥匙”，依托大美山水、厚重文脉，集
中进行城市文旅宣传，打造两大美景、三条老街、五大

名馆“南岸十美”IP，推动商、旅、文、体、农的融合发展，
推动数字出版产业与网络视听产业双向发力，以赛会
育生态。

一条南滨路，半部重庆史。在备受关注的南滨路的
更新问题上，南岸区还将启动3个重点文旅项目，包括
重庆科普中心城市更新项目、“里外巷子”项目、“龙门
浩·重庆人家”项目，进一步优化南滨路业态布局和基础
设施配套，为南滨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让南滨路
烟火气更旺、国际范更足。

许洪斌表示，南岸正着力打造新场景、提升新业态、
塑造新品牌，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心区。最
近，下浩里老街频频出圈，长嘉汇、开埠遗址公园持续升
温。“我们还将推出龙门浩·重庆人家、里外巷子，推动南
滨路沿线人文景观、文旅业态整体提升。”许洪斌说，南
岸将把南滨路片区串珠成链，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

新力量融入老社区
向往的生活变成真实的生活

许洪斌介绍，南岸区在民生实事、老旧散小区的改
造、城市更新等方面的新发展，也备受关注。从烟火气
十足的社区，到颜值气质俱佳的文旅街区，不难看出在
南岸区，老百姓向往中的生活正陆续变成真实的生活。

自2020年南岸区后堡片区被纳入辖区“城市更新，
旧城改造”项目后，这片“后花园”从容生长着、变化着，
连社区公园也摇身成为了众多市民游客到访游玩的文
旅新空间。目前，后堡片区63万平方米物业服务全覆
盖，新引进商户和原有商户约324家，带动就业1200余
人，完善养老、托育、助餐等公服社区，基本建成15分钟
便民生活圈。如今，通过社区营造的手法，老茶馆、咖啡
店、社区书店以及各种社区展、音乐会等一系列内容IP，
丰富了在地文化，也连接了新旧居民情感。市井长巷，
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人间。从“老旧”到“怀旧”的大
变脸，后堡片区正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社区治理如何从“独角戏”到“大合唱”？南岸区花
园路街道南湖社区用益己益人益家园“三益”工作理念
破题社区治理。推动居民群众从“散”到“聚”，社区治理
从“乱”到“序”，社区文明实践从“有”到“优”，形成了居
民悦身悦行悦生活的新时代城市社区幸福生活圈。“三
益书院以前其实是一个垃圾站，它的建立始于居民发给
我的一条短信……”南湖社区党委书记余建介绍，社区
抓住老旧小区环境改造这一契机，为居民打造了一个休
憩学习、协商议事的平台，类似于三益书院这样的空间，
在南湖社区共有17个。据了解，南湖社区按照“一核心
三场景N个家”的空间布局，对社区现有零星分布的各
类型服务空间进行提档升级，通过链接资源和服务下沉
让社区更便利，实现从小孩到老人全年龄段生活场景融
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良好的公共服务和配套
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南岸区在全市首创“群众提、代表
定、政府办、大家评”民生实事“四步”工作法，充分发挥
代表群众力量，实行民生实事代表票决制，政府部门闭
环办理，自觉接受群众“打分”。十年来，累计办成区级
重点民生实事93件，群众综合满意度达到98%以上。

“新征程中，南岸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扛起新使
命、展现新作为。”许洪斌表示，“我们热诚相邀、欢迎大
家奔赴南岸、投资南岸，相信南岸、共赢未来。”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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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

7 月 16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了“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九场）南岸专
场。近年来，重庆流量逆天，南岸也
是幸运儿，游客多、剧组多、人气
多。“三多”背后的“秘笈”是什么？
答案是南岸区用做IP、做融合、做产
业这三把“钥匙”，打开了“文旅向
‘南’、幸福上‘岸’”新空间。同时，
南岸区正在按照“重庆城市门户和
新地标”的总体定位，以 3.47 平方
公里的重庆东站为核心区，打造成
一个约50平方公里的枢纽新城，努
力成为旅行者、安居者、奋斗者的理
想家园。

城市文脉变身文旅消费新场景，下浩里，很city！

后堡片区城市更新，老社区变身文旅新空间。

南岸区以3.47平方公里的重庆东站为核心区，在
周边打造一个约50平方公里的枢纽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