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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张琴 李晓婷

从嘉陵江南滨拾级而上，一条隐匿在崖
壁中的“空中街市”逐渐显现。沿街火锅店和
咖啡馆内，三五好友围坐谈笑，老小区的红砖
老建筑中，一场沉浸式戏剧即将上演……

一侧是浩浩江水，一侧是人间烟火。近
年来，山城巷、戴家巷、妙街等一批旧城中心
的老街巷，成为海内外游客热衷的“网红打卡
点”，它们的新生是重庆渝中区以城市更新赋
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一个缩影。

重庆素有“山城”之称，独特的城市地貌
为这座超大城市治理带来诸多难点。作为重
庆“母城”，渝中区是重庆唯一城镇化率100%
的行政区，也是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

“街巷纵横、空间逼仄、基础设施破旧，以
前的戴家巷崖壁上堆满垃圾，老居民们纷纷
搬离。”重庆市渝中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城市更新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考验基层治理智慧。“城市更新不是大拆大
建，不能孤立为之。”重庆长翔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负责人陈林说，戴家巷
在解决老城区城市功能不足、基础设施滞后
等问题后，更注重完善公共服务、盘活闲置资
源、融入历史人文。

在戴家巷，以前专供居民热水的“老虎
灶”成了打卡点，年久失修的无人房屋重新打
造为集餐饮、文创为一体的商业聚合体，老旧
社区改造提升总建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惠
及常住居民近千户。“如今，老居民们将沿街
底商出租，每月通过租金获得收益。”陈林说。

社区干净了、设施完善了、旧房换新了，
生活越来越惬意，但如何让更多老居民主动
参与到更新治理的过程中，让城市更新这件
大事办到更多居民心坎上？

在山城巷传统风貌区内，一场居民议事
会在金马寺小学校旧址的院坝前举行。

“怎么让游客在山城巷更有体验感”“能
否在栈道上修建免费休息设施”“能否打通周
边的马蹄街”……一圈座椅上，渝中区人大代
表、山城巷运营公司负责人、商户代表和社区
居民代表等展开讨论。

在山城巷的城市更新和运营过程中，这
样的民主讨论不止一次。

“城市更新最终是要惠及居民。”山城巷
运营公司负责人杨杰说，山城巷采用微更
新、微改造手法，保留了部分原住民和街区
生活味，变身为充满活力和城市记忆的文旅
街区。

“我从小生长在这里，已经快70年，对这
里充满感情，以前这里是棚户区，现在是打卡
区，山城巷变得越来越有活力。”山城巷居民
周英碧说，自己退休后在家门口售卖冰粉、重
庆小面等小吃，最喜欢和游客“摆摆龙门阵”。

更新改造之后如何实现长久运营、系统
治理，让市民持续受益？

繁华的解放碑商圈内，宁静肃穆的千年
古刹旁，一条城市后街——妙街在去年开
业。“妙街原是罗汉寺旁一条无人问津的狭窄
通道，如今通过引入精品小店、文创珠宝、咖
啡轻餐、特色餐酒吧等融合业态，成为重庆后
街一张新名片。”重庆简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现场负责人张苏说。
妙街主打融入传统禅意文化、祈福文

化。在一家家精致小店里，处处可见传统文
化与现代美学设计的结合：主打“小面+咖
啡”新奇搭配的面馆，专注本土化洗护品牌和
新中式珠宝设计的店铺……

“妙街闹中取静，很符合我们的品牌内
涵。店内推出具有重庆特色的产品——花椒
香薰，深受游客喜爱。”巴颜喀拉主理人李木
子是老重庆人，曾在广州打拼多年，如今她回

到家乡，在妙街开启二次创业。
在传统文化与多元业态的融合中，改造后

的背街小巷挖掘出更多发展新动能。据了解，
山城巷等更新项目还成立“巷委会”，形成共建
共融共生的模式，用人之聚合、思维碰撞，促进
项目持续性运营。

渝中区老街焕“新生”旧房变“网红”
——超大城市更新里的现代化治理智慧

戴家巷中，游客正在游览。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 巴南日报记者 罗莎

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为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今年以来，巴南区抓住毕业季学生求职高峰时
机，精准研判毕业生就业难、就业慢甚至不就业等新现
象、新情况，统筹全区力量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已
累计开展政策宣讲、招聘服务、职业指导等公共就业服务
活动10余场。

据悉，上半年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黄金期”。为此，
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巴南区积极组织开展公共就业服务
活动。

不久前，巴南区在重庆工程学院举办了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对接服务活动。该活动采取

“主题沙龙+招聘会”形式，邀请了区内高校250名毕业生
代表参加，通过就业创业典型分享、就业创业问题现场交
流答疑，让毕业生与职业指导师、创业指导师及企业负责
人面对面交流，有效拓宽了就业渠道，为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在渝就业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只是巴南区举办公共就业服务活动的一个缩
影。今年，巴南区先后走进重庆工程学院、重庆理工大
学等高校开展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深度聚焦 2024
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发展需求，高度融合巴南软信企业
发展动态、企业人才需求，依据毕业生专业分布情况，有
针对性地邀请优质企业参与，汇集包括重庆海康威视科
技有限公司、珂蓝（重庆）生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
120余家企业，筛选提供新媒体运营、软件工程师、AI原
画师等 4200余个岗位，收到简历 2700余份，达成初步意
向400余人。

接下来，巴南区将继续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健全就业创业促进机制，调动各方力
量，响应发展需要，开展系列就业创业对接活动，稳住就
业“基本盘”，扩大就业新增量。

抢抓就业“黄金期”打好服务“组合拳”

巴南力促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6月7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重庆市交办第三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9
件，涉及大足区1件。其中来电举报0件，来
信举报1件；重点交办件0件。截至6月7日，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大足区共交
办信访举报件32件。其中来电举报16件，来
信举报16件；重点交办件3件。

从信访举报件涉及的生态环境问题类型
来看，其中涉及水0件、大气0件、噪声0件、

生态0件、土壤1件、辐射0件、其他0件。所
有举报件均已及时转交相关部门、相关镇街
处理。

生态环境信访交办件的办理情况将按照
相关要求反馈至中央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
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开。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交办第三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涉及大足区1件

重庆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来电来信举报污染类型统计表（第三十批）

截至2024年6月7日，对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大足区移交的第二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大足区已阶段性办结2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批）

截至2024年6月8日，对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大足区移交的第二十一批群众信访举
报件1件，大足区已阶段性办结1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一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一批）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交办第三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3件，涉及大足区6件
6月8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重庆市交办第三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13件，涉及大足区6件。其中来电举报0件，
来信举报6件；重点交办件1件。截至6月8
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大足区
共交办信访举报件38件。其中来电举报16
件，来信举报22件；重点交办件4件。

从信访举报件涉及的生态环境问题类型
来看，其中涉及水0件、大气1件、噪声0件、

生态0件、土壤5件、辐射0件、其他0件。所
有举报件均已及时转交相关部门、相关镇街
处理。

生态环境信访交办件的办理情况将按照
相关要求反馈至中央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
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开。

重庆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来电来信举报污染类型统计表（第三十一批）

6月9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重庆市交办第三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9
件，涉及大足区1件。其中来电举报1件，来
信举报0件；重点交办件0件。截至6月9日，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大足区共交
办信访举报件39件。其中来电举报17件，来
信举报22件；重点交办件4件。

从信访举报件涉及的生态环境问题类型
来看，其中涉及水0件、大气0件、噪声1件、

生态0件、土壤0件、辐射0件、其他0件。所
有举报件均已及时转交相关部门、相关镇街
处理。

生态环境信访交办件的办理情况将按照
相关要求反馈至中央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
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开。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交办第三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9件，涉及大足区1件

重庆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来电来信举报污染类型统计表（第三十二批）

截至2024年6月9日，对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大足区移交的第二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
件2件，大足区已阶段性办结2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二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二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四批）
截至2024年6月11日，对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大足区移交的第二十四批群众信访举

报件1件，大足区已阶段性办结1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四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