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 .9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 3 0 7 3 9 7 9 、6 3 0 7 2 0 7 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 1 0 - 8 8 4 0 6 6 1 7 、1 3 9 0 1 1 0 2 5 4 5

2019 . 12 . 9 聚 焦8

山下“擦亮红色”，山上“增绿转型”

重庆歌乐山：破局“名山旧城”之困
本报记者王金涛、周凯

在南北纵贯重庆主城区的中梁山脉中段，相
传“大禹治水，召众宾歌乐于此”，歌乐山因此而
得名。

这是一座红色之山。白公馆、渣滓洞、烈士陵
园等革命遗址聚集，并由此诞生了著名小说《红
岩》。

这是一座绿色之山。森林茂盛、暗河溪流，是
名副其实的城市生态绿肺。

这又是一座城中山。东面是重庆核心城区，
西面是大学城、科学城等发展新区，有常住人口达
11万余，中小企业近1700家。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歌乐山片区因建成时间
长、区域空间小、布局不合理等因素，导致面貌“灰
头土脸”、交通拥堵不堪，特大城市旧城之病日益
加剧，亟待“治疗休养”。

从“患病”到“渐愈”，歌乐山如何破解城市旧
城之困？对城市品质提升有何启示？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走进歌乐山，看城市治理如何让市民、游客
竖起大拇指。

红色名山已经不堪重负

山城重庆以山多而得名，最有名的当属歌乐
山。歌乐山脚下、嘉陵江之畔，是始建于宋代的巴
渝特色古镇磁器口。

到歌乐山瞻仰革命先烈、感受红色文化，早已
是外地来渝游客的必选。磁器口在社交媒体上走
红，也让游客进一步激增。

沙坪坝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王小云说，今年
1-9 月，沙坪坝区接待游客 2800 多万人次，主要
集中在红岩—磁器口景区。

山城的部分道路本就狭窄，密集的人口再加
上大量游客，让歌乐山片区交通压力巨大。连接
红岩—磁器口景区的凌云路，长度不到两公里，但
下山坡陡，只有两车道，大量的车在这里一堵就是
个把小时。

同时，红岩景区周边黑车、黑导游屡禁不绝，
拉客宰客现象严重；歌乐山沿线老旧居民区，私搭
乱建、物业管理缺失、污水管网配套不足等问题凸
显，导致部分区域脏乱差、污染城市河流。

63 岁的退休职工张程丽家住歌乐山下，她
说：“去往渣滓洞、白公馆景区的路坡陡狭窄，人和
车混在一起，堵车是常事，也不安全。”

“一路上的旧小区、老建筑有的都好几十年
了，又脏又乱。”张程丽感叹，“外地游客多，这么脏
乱差太影响城市形象了。”

山下如此，山上同样不容乐观。
歌乐山森林植被茂盛，部分区域属于国家级

森林公园，是重庆主城天然“绿肺”。山上狭长的
槽谷地带相对平坦，因距离城市市场近、要素价格
低，从 20世纪 80 年代起，大量小家具厂、小食品
厂在此汇集，曾有“乡镇企业明星村”的美誉。

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中小企业大多缺少完善
的治污设施，废气、污水直排较为突出。

“它们多年前就在这里生产了”，沙坪坝区生
态环境局执法支队队长潘力旌介绍，按照现在的
环保标准看，相当一部分是“散乱污”企业。

歌乐山片区生活出行不便、环境品质不高、旅
游体验不佳，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投诉量居高不
下。旧城之病、挤城之困让歌乐山这座革命圣地、
城市“绿肺”不堪重负，治病治乱势在必行。

整治难度让人望而生畏

过去沙坪坝区政府也曾想整治歌乐山片区，
但复杂的情况让当地干部望而生畏。

“一方面是开展改造需大规模拆迁拆违，整个
片区都得伤筋动骨”，当地一名干部告诉记者，“另
外，这里高校、机关、企业等单位数量众多，权属各
异，协调难度也大。”

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针对重庆
独特的山城景观，大力开展城市山体保护。

2018 年 6 月，沙坪坝区提出“发扬红岩精神
开展片区整治”，向多年顽疾开刀，一场城市品质
提升攻坚战就此拉开帷幕。

区域发展，规划先行。针对歌乐山片区山体、
农村与城市交融的特点，沙坪坝区在“十三五”规
划纲要中明确该区域的定位、功能，从空间管理、
绿色经济、生态修复等五个方面统筹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

有了规划，沙坪坝区围绕“传承红色基因、筑
牢绿色本底”，开展歌乐山全面系统治理。

歌乐山片区区域狭窄、建筑密度大，要想疏解
交通、改善环境、完善配套，就必须加快拆迁改造。

在通往渣滓洞、白公馆的主要通道凌云路，记
者看到，过去弯急坡陡、只有六七米宽的四级公路，
如今已是宽达 22米的平缓道路，两侧大树葱茏。工
人们正在抓紧最后施工，确保今年底正式通车。

“我们重新梳理了歌乐山片区的交通，凌云路
改造是‘开门炮’”，沙坪坝区交通局副局长刘燕翔
介绍，“这条路几十年没有动过，等级低，两侧老旧
建筑多，改造难度很大。”

“从今年 5 月进场到国庆试运行，四个多月内
征地 2 万多平方米、拆迁 7 千多平方米，还对道路
进行拆弯取直、垫高加宽，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刘燕翔说。

歌乐山片区有一些上世纪老企业的职工生活
区，由于历史原因，这里困难居民很多。

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破产的松山化工厂，
118 户职工挤在逼仄的宿舍楼里，很多人家还得
共用厨房或卫生间。几十年过去了，有的宿舍楼
成了危房，私搭乱建林立、环境脏乱差。

凌云路两侧原是沙坪坝区第三建筑公司老旧
厂房，这是一家成立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集体企
业。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公司拖欠 276 名职工

工资、社保费长达 30 余年，7 户无房职工住在公
司里，是当地多年的上访大户。

“这些居民中不乏重病患者，有的人家里连件
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有一次我们去一位老婆婆家
里走访，她拿出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的住房
证，上面还有毛主席语录。”沙坪坝区一名干部介
绍说，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居民享受相关安置政策
存在障碍。

扭住牛鼻子着力破顽疾

旧城改造既要面子，更要里子；既要城市好形
象，更要群众获得感。

沙坪坝区始终扭住“民生”牛鼻子，用活棚户
区改造政策，妥善处理破产清算，投入1.6亿元对红
岩景区周边老旧楼房进行危房拆除和搬迁安置，
让200多户常年住老旧宿舍楼的群众搬进了新房。

拆迁补偿款也优先用于解决第三建筑公司职
工工资、社保欠费，为无房职工安排保障房，帮助
3 名困难职工再就业。

“真没想到多年的欠薪问题全部解决，无房职
工也有了房子住。我们心情舒畅，日子有盼头了！”
第三建筑公司60岁的退休职工申德明激动地说。

提升红岩景区品质的征地拆迁，还涉及周边
十多家企事业单位。“过去因为权属问题，地方没
有管理权，怕得罪人不敢碰硬。”一位受访干部说，
“如果继续下去，红岩景区的品质问题难以有效解
决。这一次我们是不讲情面不认人。”

沙坪坝区一方面与这些单位加强协调，一方
面正式去函要求限期拆迁。在市政府支持下，这
些企事业单位极配合，相关建筑顺利拆除，为红岩
景区提档升级腾出了宝贵空间。

为解决人车混流，让市民共享青山，沙坪坝区
规划了 14 条、60 . 8 公里长的登山步道，目前已建
成 7 条、13 . 5 公里；拆除景区周边违法建筑 13 万
平方米，增加停车位 350 多个；开展黑车、黑导游
巡查整治，旅游秩序明显改善；完善红岩——磁器
口大景区本底调查，全面启动5A级景区创建……

在山下“擦亮红色”的同时，山上“增绿转型”
同样大刀阔斧。

歌乐山上的槽谷地带南北长 28 公里，东西宽
5 公里，面积只有 1 . 01 万公顷，然而却有 1 个街
道、2个镇。近1700家中小企业又带来了数万流动
人口，山上常住人口达到11万多，如同一个小县
城，负荷之大可想而知。

“歌乐山可以说是重庆主城中小企业最集中
的区域，这有其历史原因。”沙坪坝区经信委副主
任朱斌说，这些企业中，私搭乱建、违规用地、污染
环境较为突出，已不适应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方
向，必须转型。

沙坪坝区明确提出，歌乐山不再发展工业，并
报相关部门撤销山上的 4 个都市工业园区。

控制增量容易，近 1700 家中小企业存量问题
如何解决？

沙坪坝区杜绝“一刀切”做法，按照“关闭搬迁
一批、规范整治一批、外迁发展一批”分类处
置——经整治环保能达标的企业继续保留，不能
达标的依法关停淘汰，无法就近入园区的进行
外迁。

在歌乐山街道新开寺村玉皇观工业聚集区，
昔日数十家家具厂、食品厂、机械厂开足马力生产
的场面已经不再，这些企业或关闭搬迁或停产整
顿，部分违建厂房被拆除。

“过去这个地方弥漫着油漆味、泡椒味，废水
直排十分常见。现在空气好了、噪音没了。”当地
一名村民告诉记者。

对近 1700 家中小企业开展综合整治谈何容
易，歌乐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唐述华、中梁山镇镇长
李茂松介绍，要把思想工作做到位、把环保政策讲
清楚。

“我们多次对接周边市县，组织推介会，为企
业搭建外迁平台。”李茂松说。

对于未能有效整改的企业，多部门将联合严
格执法。

歌乐山街道某家具企业多次偷排废气，被中
央环保督察点名后仍不有效整改。街道和区环境
部门深入调查，获得其废气、粉尘排放不达标的确
凿事实，在给予其行政处罚后，该企业仍未达到整
改标准，最终被责令关停搬迁。

既要堵也要疏，保障了整治工作的平稳有序。
目前，歌乐山片区已经关闭搬迁中小企业 912 家，
停产整顿 617 家，规范验收 53 家，拆除违法建设
2340 处 211 万平方米，未出现群访事件。

在重拳治污的同时，歌乐山同步进行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系统修复——规划植树造林 2 . 5 万
亩，已完成 1 . 3 万亩；启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
理 50 公顷石灰岩矿坑、36 处塌陷；新建污水管网
27 . 26 公里，再规划建设 26 公里；收回 7 个水库
经营权，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亮红增绿”带来品质之变

擦亮了红色，增添了绿色，一座全新的歌乐山
正日益呈现！

在红岩景区入口处，种植了象征着红岩精神
的 1700 多株红梅，梅林绿化工程已经完工。绿树
成荫的登山步道上，游人如织。

道路宽了、拥堵少了、违建拆了、环境美了，随
着一系列配套设施的完善，红岩景区“里面是渣滓
洞，外面也是渣滓洞”的调侃也消失了。

沙坪坝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王小云介绍，今
年国庆期间，红岩景区游客投诉量首次出现下降。

“虽然住在附近，但此前来歌乐山并不多。今
年大变样了，新建的绿化设施很漂亮，登山步道特
别方便，明显没以前堵车。”谈到变化，经常爬歌乐
山的市民张程丽很满意。

在景区提质的带动下，歌乐山片区老城管理

水平明显提升。自去年以来，在重庆主城区城市
管理考核第三方民调中，沙坪坝区连续 5 个季度
排名第一。

在歌乐山上，大量“散乱污”企业的退出，让歌
乐山 2018 年空气优良天数同比增加了 30 天，得
到大多数村民的点赞。

但另一方面，这些企业流转了村集体土地，带
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关停影响了少数村
民的收入。

“环境好了，可收入下降了，这些企业该不该
关？”有村民提出质疑。

腾笼更要换鸟。
深秋的歌乐山深处，两侧山岭如黛，槽谷中阡

陌相连，池塘、溶洞、暗河、溪流镶嵌其间，如同一
幅水墨画。

在特大城市之中，这样的田园风光可谓得天
独厚。沙坪坝区利用歌乐山的生态、区位优势，加
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旅产业融合推动乡村振
兴，缩短工业退出的阵痛期。

在歌乐山上的歌乐村颐麓欢歌生态园，植物
园、采摘园、民宿、石林景观、老爷车展区等构成了
一座业态丰富的 1000 亩田园综合体，每年举办的
赏花采果节，累计吸引游客 200 万人次。

歌乐村党委书记陈刚介绍，此前中小企业厂
房租金是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歌乐
山的工业产业退出是必然，从2012年开始，歌乐村
集体经济就出资打造这一项目，探索产业转型。

在中梁镇龙泉村，精心设计的石头墙、山间小
径以及一座座改造一新的巴渝民居、小庭院，别有
韵味。66岁的村民程子水带记者参观自家院子
说：“政府把院子、厕所都改造好了，村民生活习惯
也更文明了，游客越来越多。”

“这里人口多、土地少，光靠第一产业不行。
生态园项目通过第一产业带动第三产业，一到周
末人就很多，让游客在吃喝玩乐之中感受美丽乡
村。”陈刚说。

在程子水的农房旁边，一座利用村民宅基地
的精品民宿正在装修。“全镇 204 家中小企业经整
治，只剩下达标的 81 家”，中梁镇镇长李松茂指着
对面的集滑草、采摘、土地认种于一体的“开心农
场”项目说，“所以我们加快打造美丽生态，用好生
态吸引农旅项目，带动村民致富。”

“经过几年探索，依托良好的生态，我们村还
建成了 41 家养老院，约有 3000 张床位。现在休
闲养老业取代了工业，成为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收
入。”陈刚很自信。

目前沙坪坝区在歌乐山全面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改造农房 1000 余户，新增四好公路 20 公
里，培育农业重点企业 16 家，连续两年举办郁金
香节、荷花节、采果节、丰收节，实现旅游收入约
5000 万元。

“过去有畏难情绪，害怕旧城改造会影响经济
发展、城市运行。”沙坪坝区委、区政府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尽管歌乐山片区整治
投入很大，但是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

“生态环境改善、营商环境更优、群众获得感
更强。去年以来，沙坪坝区的招商引资和经济增
速逆势增长，再次证明走绿色发展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这位负责人说。

歌乐山的高质量发展远未止步。对于沙坪坝
区来说，红色是本色、绿色是底色。沙坪坝区委、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持续下足“绣花
功夫”提升歌乐山片区管理水平，加大产业转型与
生态修复力度，让红岩景区更“红”、歌乐山更绿，
加快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生态美与百姓富
的有机统一。

旧城之病 、挤城之困让歌乐

山这座革命圣地 、城市“绿肺”不

堪重负，亟待“治疗休养”

改造既要面子，更要里子；既

要城市好形象，更要群众获得感。

重庆市沙坪坝区围绕“传承红色

基因 、筑牢绿色本底”，开展系统

治理

道路宽了、拥堵少了、违建拆

了、环境美了，随着一系列配套设

施的完善，“里面是渣滓洞，外面

也是渣滓洞”的调侃也消失了

■记者观察

提升城市品质

关键提振干部

本报记者王金涛、周凯

从人车混流到建设步道，从“灰头土
脸”到焕然一新，从散乱污企业扎堆、生态
负荷沉重到强力治污修复生态、聚焦产业
转型……一年多来重庆市民明显感受到红
色名山歌乐山的品质之变。

四山纵贯、两江环绕，让重庆有了山水
之城的独特禀赋。然而，“山”字经并不好念。
山城重庆既是山中城，又有城中山，空间狭
小、城乡交融，导致山上人口密集、传统产业
占比大。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当属歌乐山，
既是红色景区、城市绿肺，又有工业园区、老
旧城区，提升品质难度可想而知。

随着我国高速城镇化，如何破解旧城
之困、老城之病是当前诸多城市面临的共
性问题。

要提升城市品质，关键在提振干部。作
为城市的管理者，广大干部首先要有直面
问题的决心和勇气。的确，疏解交通、征地
拆迁、改造社区、搬迁企业等问题，哪一个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
山上就聚集了很多企业，严格管理的话真
怕出现群访事件！”一位干部对记者坦言。

但得过且过，矛盾就会越积越多，甚至
积重难返。当地党委政府提出“用红岩精神
整治歌乐山”，展现了其坚定决心。

歌乐山上的一位基层干部说，开弓没
有回头箭，再苦再累也要干下来。多年聚集
在歌乐山上的中小企业近 1700 家，一年多
的时间就关停并转了近千家不达标的企
业；连接景区的主要交通“中梗阻”，用四个
月的时间就疏通了……

城市品质提升还要提振干部的治理思
维和智慧，杜绝一拆了之、造景工程。企业
搬迁后，当地村民如何增收致富？景区环境
整治如何提升游客满意度？改造老旧社区
如何安置困难群众？……旧城改造需要系
统性规划和一揽子治理方案。

城市品质提升与否，关键还要看市民、
游客满不满意。在歌乐山整治中，当地始终
以群众获得感为导向。针对工业退出，就必
须进行腾笼换鸟，加快乡村振兴，因地制宜
发展都市休闲旅游产业；针对困难群众，在
征地拆迁中就要用足用活政策，重点解决
群众住房、医疗保障问题；针对景区升级，
结合革命历史和地域文化，完善停车场、登
山步道等基础设施。

“有位困难市民一家多年挤在一间宿
舍里，没有独立厨房。搬到安置房后，她握
着干部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我们很有成
就感。”一位干部的话充分体现了整治过程
中的民生情怀。

坚定决心、多管齐下、系统治理，换来
的是旧城变新颜，换来的是民调多次第一，
换来的是产业升级进入快车道。歌乐山治
理的典型案例，折射出广大干部只要有钉
钉子精神、肯下绣花功夫，“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就不是一句空话。

▲改造后的歌乐山道路。 本组照片由沙坪坝区委宣传部供图

▲歌乐山街道整治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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