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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重点保护的7
条传统风貌街区都
有着各自鲜明的定
位，且交通便利，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
文化学者何智亚认
为，几处传统风貌街
区以后都有可能和
洪崖洞一样，成为外
地游客来渝“打卡”
之地。

□ 章焱平 周 健 刘相知

“这批化肥、除草剂比市场

价便宜了 650 元，而且质量可

靠。农资直接送到田间地头，真

是太好了！”湖南省衡东县新塘

镇潭泊村柑橘种植大户周文峰

高兴地说。

7月23日9时许，周文峰来

到自家的柑橘园，发现柑橘急需

追肥。他随手点开衡东“供销帮

农”手机APP电商平台，购买了1

吨复合肥料、4件除草剂，在线上

支付5800元货款。11时，新塘镇

供销惠农综合服务中心销售人

员开着物流配送车，把肥料和除

草剂送到了柑橘园。

据了解，去年10月，衡东县

供销合作社与该县新三湘农资

公司开展股份合作，建立新塘镇

供销惠农综合服务中心，为农民

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农资供应、配方施肥、农机作

业、统防统治、电商服务等系统

化经营服务。今年 4 月，衡东

县供销合作社投资研发衡东

“供销帮农”手机 APP 电商平

台，在新塘镇供销惠农综合服

务中心设立分站点，为农资、农

产品销售等经营提供线上线下

服务。截至7月22日，该中心通

过这一电商平台线上线下共销

售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

5800吨，为水稻种植大户配方

施肥3200亩。

衡东县供销合作社理事会

主任文洪斌介绍说，该县下辖17

个乡镇，2000年供销社实施改

制前，全县仅有新塘、大浦等7个

乡镇供销社，员工1500多人，大

小网点100余个。随着供销合

作社整体改制，乡镇基层供销社

资产全部变卖，人员全部改制，

农资供应、配方施肥等服务全部

转为市场个体经营，导致乡镇

农资市场混乱。尤其是偏远乡

镇农户购买农资极不方便，成

本偏高，甚至出现了购买到假

冒伪劣农资产品的现象，群众颇

有怨言。

去年6月，衡东县委、县政府

出台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

合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

件，着力加强乡镇基层供销社的

改造升级，依托基层供销社探索

建立乡镇级惠农服务中心。按

照中央和省级政策配套要求，该

县把乡镇基层供销社改造升级

纳入县财政预算，专门设立“综

合改革发展基金”和“基层组织

建设发展基金”，并整合现有涉

农资金支持乡镇基层供销社开

展为农服务。明确县供销合作

社每年从经营收益中提取20%

以上收入，作为乡镇基层供销社

改造升级配套资金，用于建设乡

镇供销惠农综合服务中心，把基

层供销社做实做大做强，建设成

为引领当地乡镇服务农村经济

发展的经济组织。

目前，衡东县已在新塘、杨

桥等11个乡镇建立基层供销惠

农综合服务中心，并在大浦镇三

才村、吴集镇莫园村等30个村

设立供销惠农综合服务站。其

中，乡镇供销惠农服务中心经营

门店面积不低于300平方米，农

资仓储面积不少于 5000 平方

米，配备员工8人~10人。

同时，乡镇供销惠农综合服

务中心的农资经营实行连锁直

销、配送到户，农产品购销采取

订单种植、保底收购；并设立衡

东“供销帮农”电商分站平台，集

帮农访谈、在线培训、家居维权、

便民窗口、帮农助农等公益性服

务于一体，农户足不出村便可享

受便捷的商贸服务。

衡东县政府负责人介绍，截

至今年7月中旬，该县供销合作

社共领办创办生态种养、苗木花

卉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65个，

在新塘镇、高湖镇实施土地托管

试点，面积达3000余亩。乡镇基

层供销社实施统防统治等农事服

务面积达4万亩，线上线下实现农

业生产服务经营收入1亿元左

右。今年，该县被评为全省深化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惠农综合服

务工程示范县。

□ 赵迎昭

波澜壮阔的长江奔流东去，

轨道交通6号线呼啸而过，渝中

半岛尽显山城特色……站在重

庆市龙门浩历史文化街区首开

区观景平台上，美好景色尽收眼

底。这个位于南滨路东水门长

江大桥南侧的传统风貌街区近

日已基本完工，将于今年9月正

式开街。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磁器

口历史文化街区、龙门浩历史

文化街区等是重庆市重点保护

的 7条传统风貌街区，这些正

在建设或提档升级的传统风

貌街区如何彰显城市人文内

涵？让优秀历史文化服务当

代？在保护利用过程中又存在

哪些问题？

重特色
体现独特内涵

7月21日傍晚，《重庆日报》

记者来到渝中区较场口城市阳

台。余晖下，城市阳台下面热火

朝天的建设现场正随着夜晚的

到来而逐渐归于宁静。

由于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封

闭施工，这处观景阳台被占去了

不少地方，以前开阔的视野范围

也有了些遮挡，不过仍能看到一

些十八梯的图文介绍及浮雕

等。“虽然去年就封闭施工了，但

还是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

来。”一位在附近出售手机配件

的女摊主说。

2010年 6月 20日，十八梯

7000余户居民就危旧房改造的

投票结果揭晓，有96.1%的居民

支持改造。在曾家岩书院创始人

吕真拍摄的十八梯系列纪录片中，

展示了当时振奋人心的画面——

居民们热泪盈眶，掌声雷动。

今年内，十八梯传统风貌区

首开区将与龙门浩历史文化街

区首开区一样开门迎客。而在

2020年前，重庆7条重点传统风

貌街区将全部开街运营。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

院院长、普利兹克建筑奖首位中

国籍得主王澍曾指出：“城市之

魅力，不是来自于大楼有多高、

马路有多宽，而是来自于文化的

独特性。竞争力就来自于创造

这种有差异性的文化的能力。”

重庆重点保护的7条传统

风貌街区，有的广为人知，有的

知名度还不够，但如何保持各自

的特色也是这些街区共有的问

题。“十八梯体现市井民俗，百业

百态；金刚碑既是历史上的货运

驿道和水码头，又是抗战期间众

多政府机构、学校和实业家、文学

家、社会活动家的寓所；磁器口古

镇有着千年历史，集古镇、历史

文化街区、嘉陵江重要码头、商

埠为一体。”文化学者何智亚认

为，湖广会馆及东水门历史文化

街区、龙门浩历史文化街区、丰

盛历史文化名镇、木洞传统风貌

区也应具有独特的人文内涵。

重业态
植入文化基因

重庆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高度还原74年前开馆

场景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陈

列馆、将24个兵工生产洞改造

成8个主题博物馆的重庆建川

博物馆，都是重庆市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活化利用的典

范，其重点都在彰显自身的人

文内涵。

实地走访中可以感受到，这

两家博物馆都充分尊重历史，让

优秀的历史活在当下、服务当

代。而反观重庆市在建或已经

投入运营的7条重点传统风貌

街区，会发现其自身的人文内涵

并没有得到足够彰显、历史底蕴

体现不足。

在磁器口古镇一旁的磁童路

上，大量的麻花店铺已经快将磁

器口的千年底蕴“掩盖”。在携程

APP搜索“磁器口古镇”，可以看

到1万余条相关的介绍和评论，

一位网友指出的古建筑被过度消

费等问题获得近300个点赞。

事实上，街区业态在很大程

度上也决定着街区能否具有吸

引力。重庆市文化委相关负责

人指出，部分传统风貌街区引入

一些经营粗放、服务低端的产业，

造成街区油烟气过重，文化味不

足，严重影响着街区健康发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引进“高端”

业态，街区就更具吸引力。

南岸区文化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龙门浩历史文化街区将打

造成集艺术探索、创意体验、休闲

餐饮、美学生活、高端零售等为一

体的历史文化街区。有市民说：

“龙门浩历史文化街区以开埠文

化为特色，遗存有不少民国时期

的外国使领馆建筑，如何在业态

上突出开埠文化这一特色还需要

管理者和经营者共同营造。”

重传承
留住原汁原味

有专家表示，磁器口、十八

梯、金刚碑等历史片区都是重庆

山水文化的典型代表，传统风貌

街区保护利用要重视挖掘其历史

价值、艺术价值、社会文化价值

等，还要注重真实性和完整性。

“希望十八梯能保留民俗风

情，留住我们的回忆。”年过六旬

的市民蒋碧惠说。而文物保护

志愿者李杰彦则认为：“传统风

貌街区要体现原汁原味的重庆

特色，让外地游客来过之后都忍

不住点赞。”

沙坪坝区文化委主任李波

介绍说，磁器口古镇正在调整升

级古镇核心区现有业态。“从整

治黑车黑导等10个方面提升环

境，对限制类业态‘只出不进’，

对景区古树、古桥、老吊脚楼等

传统风貌元素进行挖掘和展示，

力争创建国家5A级景区。”

“重庆重点保护的7条传统

风貌街区都有着各自鲜明的定

位，且交通便利，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何智亚说，几处重点传统

风貌街区以后都有可能和洪崖

洞一样，成为外地游客来渝“打

卡”之地。

“这些传统风貌街区要得到

市民的认可，还需要时间来培育

与打磨。同时，每条传统风貌街

区要获得成功，也需要管理方和

运营者精心策划运作、商家共同

参与，更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

持。”何智亚坦言。

重庆为传统风貌街区注入人文内涵

深化综合改革 开启“供销帮农”新模式
湖南衡东县加强乡镇基层供销社改造升级，11个乡镇建立基层供销

惠农综合服务中心，30个村设立供销惠农综合服务站

城镇风采

喜看仁和新变化

写在前面：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中国梦，

在优化营商环境、对口帮扶等方面取得显著

成绩，从而加快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打造

现代服务业核心区的进程。

本报讯 仁和镇下大力气优化营商环境，推动

镇域内企业创新提升，并搞好统筹规划及服务引导，

使该镇产业保持持续稳定发展。上半年，该镇属地

财税收入为22.2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79

亿元，均位居顺义区第一位。

为提高服务企业的水平，该镇制定了《仁和镇服

务企业发展工作制度》等多个文件，强化镇域企业服

务功能。一方面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一方面对拟

入驻企业的行业准入、环保要求、土地用途等方面进

行严格把关，确保入驻企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该

镇召开优化营商环境联席会议3次，审核企业30家

次。栽起“梧桐树”，招来“金凤凰”，近期就有北京银

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丹伦航空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北京兴邦安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等几十家优

质企业入驻该镇。

（蔡 然）

本报讯 仁和镇高度重视贯彻精准扶贫战略

思想，落实推进携手奔小康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7月11日~14日，仁和地区党委书记刘洋带队，南

法信镇、李桥镇、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公司等乡

镇单位及国企有关领导参加，共赴西藏尼木县的六

乡一镇调研对口帮扶工作。

在调研中，通过召开座谈会与实地考察等形

式，确定了双方产业合作、教育合作、医疗卫生合

作、旅游合作、生态环保建设合作，以及乡镇结对帮

扶、人才技术交流、社会化服务、产品销售等11个领域

的帮扶支持协议和实施计划、措施，共安排帮扶资金

680万元，将尼木县六乡一镇精准扶贫落至实处。

（蔡 然）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儿童服务阵地建设，仁

和镇筹集资金50余万元，在全镇23个村分两批建

立村级“儿童之家”。目前，7个村的“儿童之家”软

件、硬件设施逐步完善。

仁和镇积极开展妇联工作，为建设“儿童之家”

争取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儿童之家”通过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提供服务支持，使儿童在亲身参加学

习、游戏、活动、交流过程中健康成长。“儿童之家”已

成为孩子们的温馨乐园。

（李 璇）

本报讯 近日，仁和镇多部门联合对属地培训

机构和幼儿园进行安全检查，共发现两所幼儿园未

经审批自行办园，并且存在教学条件差和安全隐

患，已对其做出限期关停和办好退费工作的决定。

一段时期以来，仁和镇坚决整治各类非法违规

办学行为，既规范了教育培训市场，又加强了幼儿

园的安全。

（石 悦）

本报讯 近日，仁和镇河南村根据村规要求，

将村内一家废品回收站清理改建为停车场。与此

同时，河南村村委会还在幸福路、西大街附近利用

闲置用地新辟两处停车场。

据了解，河南村历来重视改善村民出行和停车

难问题。目前，该村已拥有停车场14个，可同时容

纳500辆车停放。

（石 悦）

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产业发展

深入藏区调研 落实精准扶贫

建设“儿童之家” 打造温馨乐园

整治违规办学 保障幼儿安全

关注百姓民生 解决停车难题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新时代创新发展速览（七）

在7条传统风貌街区提档升级中重视挖掘历史价值、艺术价值、
社会文化价值等，注重真实性和完整性

福州三坊七巷福州三坊七巷
迎来暑期迎来暑期旅游高峰旅游高峰

随着暑期的到来，福州三

坊七巷古街区人潮涌动，迎来

旅游高峰。三坊七巷自晋、

唐形成起，便是贵族和士大

夫的聚居地，清至民国达到

鼎盛。区域内现存古民居约

有270座，有159处被列入保护

建筑。

王东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