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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改函〔2022〕32号

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区政协第十六届一次会议第 268 号提案的

复 函

程庸委员：

按照政协提案办理要求，根据我委实际工作情况，现将您提

出的“关于处理好关口老旧厂区历史遗留问题，做好城市更新改

造、发展长江经济带的建议”的提案办理情况回复如下。

近代以来，长寿区是重庆市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重要工业集

聚区，以滨江区域为代表长寿区工业遗迹是既是我区的宝贵历史

记忆，也是重庆市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长寿区沿江老工业曾为

国家和全市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

区域格局的变化，滨江区域发展建设力度总体不够，一些老问题

更加凸显，例如生态环保和环境治理压力大，产业空心化、新兴

产业体系未建立，居民大幅流失，城市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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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规划引领，描绘发展蓝图

区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

例和同城化发展先行区为统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材

料高地、世界级运动康养旅游目的地、中国长寿生命科学城，为

建设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中国长寿城努力奋斗。加强城市

有机更新，推动改旧拆违、治污治乱、美化靓化，改造老旧小区、

厂区、街区，建设城市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加快滨江两岸景观

化、生态化、人文化一体提升，积极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以

建设世界级运动康养旅游目的地为引领，加快景点游向全域游、

观光游向沉浸游转型，推动滨江区域打造大河文明旅游综合体。

这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滨江区域下阶段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区“十四五”规划提出，打造滨江山水人文景观带，依托“江

+谷+岩+城”立体空间形态，促进城市、文化、旅游、生活融合

发展，重点打造河街印象怀旧街区、三倒拐巴蜀文博街区、长寿

缆车森林公园等景观组团，构建滨江文化旅游综合体。加快工业

和旅游深度融合，合理利用长寿丰富的工业遗产资源，规划建设

工业博物馆，大力发展科普体验游。

二、加强调查调研，做好前期工作

十三五期间，我区相继组织编制了滨江长寿谷总体策划及概

念性规划、重庆市长寿区沿江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实施方案

（2016-2022年）等，充分研究了滨江区域发展实施路径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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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开发信心、项目建设时序、招商困难、资金缺口等问题，未

能全面实施，前期仅实施仅仅实施了青龙嘴文物修复、三倒拐历

史文化街区示范段、滨江长寿谷库岸综合整治项目等。

2021年，区政府组织力量对滨江区域内的土地、人口、房屋、

经济、产业等现状进行了调查，并配套调研了滨江区域内工业、

商贸及个体工商户、公共配套设施等情况。调研发现，该区域大

量的工业企业废弃区虽然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且亟待整治，但也为

大力发展工业旅游提供了极强的禀赋优势，是未来大有可为之地。

三、以项目为抓手，推动滨江区域发展

滨江区域点多面广，历史遗留问题多，市场投资吸引力弱，

矛盾交织、情况复杂、投资量巨大。要实现滨江区域的更新改造，

将其打造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明珠”，绝非一日之功，

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主导力量，按照市

场化、经营化导向来引进市场主体、丰富完善业态，努力做到当

期有投入、长远有回报、盈亏能平衡、人民能富裕。

区第十四次党代会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滨江区域的发展

谋划，坚持并统筹整体谋划、项目策划、市场主导、高位规划、

以人为本、狠抓产业、分布实施、坚守底线等要素，持续推进滨

江区域的整体策划和招商引资工作，推动滨江区域加快发展。

（一）加强规划定位。为推动“两地一城”建设，我区邀请

国际顶尖咨询机构阿特金斯公司对我区开展全域规划研究。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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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金斯的研究初稿中，对滨江区域的定位为：挖掘长江文化长寿

段核心特点，提炼五大长江文化体验项目，建设重庆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先行区、长江文明长寿城。比如，充分挖掘三洞沟、黄草

峡、滨江崖壁、龙溪河等特点，成为长江峡谷崖壁山河的聚集代

表；充分依托三倒拐、长寿缆车、西岩观、定慧寺等特色，彰显

长江江城长寿共生的历史遗存；充分焕发长化、长风、重钢、川

维等老工业厂区活力，成为长江工业时代记忆的特色表达。

（二）加强排危纾困。将滨江区域排危纾困纳入“3113”特

别重大项目，确保今年内把所有居住在D级危房的群众搬离出来，

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民安全。截止 4月底，已完成凤城和菩提

片区的闲置定销房清理工作，已将凤城街道滨江区域实际居住在

D级危房中的 71户居民搬离，后续也将加大该区域老旧居住小区

改造及原工业污染土壤综合整治力度。

（三）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长寿段）建设。目前，我市

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实施方案和文物保护修

复规划编制工作。我区经过 2个月的谋划，将比较成熟的 5个项

目上报市发改委，刘朝煜副区长带队到市发改委进行了工作衔接，

也得到了市发改委的高度认可。我区申报项目具体为：长寿水电

文化旅游复合廊道、巴东三峡历史人文公园、山城天街历史文化

街区、长江重庆老工业主题印记群、中国寿文化公园等五个子项

目，计划总投资 13亿元，建设工期为 2022—2035年。其中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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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文化旅游复合廊道子项目中国水电历史博物馆已经区委主要

领导同意，新增单列为我区第 58个“3113”特别重大项目，由中

电投公司负责投资建设，打造我国最大的水电文化纪念地。

（四）加强市场主体推介和招商引资工作。市场力量的介入

规模和程度，是滨江区域更新成败的核心要义。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引进各类市场力量，今年以来，已经先后邀请中科北影公司、

云南海城集团、深圳华侨城文旅科技集团、北京观唐文化公司、

当红齐天集团等国内最顶尖的文化开发运行公司到滨江区域进行

考察，并对区域整体开发或分区建设进行对接。目前，已经有初

步的对接成果。接下来，区文旅委、区发改委等部门将持续跟进

项目进展情况，力争总体区域规划和具体项目策划早日落地，尽

早开工建设。

（五）不断完善高质量滨江基础设施。完善滨江区域的基础

设施是当前的重点工作之一。一是新建长寿至涪陵沿江景观大道，

打通关口片区东向新通道，项目初步按照城市景观道路开展前期

研究工作。二是新建三洞沟地质文化自然探索公园，打造城市大

峡谷自然探索项目，以产业项目补齐内部交通微循环。三是加强

改其余的老旧小区和管网改造，修复三倒拐历史文化街区，对明

清街市建筑进行修缮、沿街立面和路面整治改造，配套公共便民

设施。开展长寿老工业遗址保护修缮工程。四是结合整体打造适

时开展长化、长风、重棉等长寿沿江老工业遗址土地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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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合实际探索适宜的投融资模式。结合招商引资项目

推介，与项目业主充分沟通研究，结合具体的项目开展最适宜的

投融资模式研究，充分利用 PPP、国有企业+社会投资人、TOD

片区开发、市场化投资等多种模式吸引社会投资人。加强政府投

资效益管控，防止在项目建设中新增地方隐形债务。

此复函已经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涛审签。

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在回执上寄给我们，以便进一

步改进工作。

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6月 1日

（联系人：董龙，联系电话：15215099637）

抄送：区政协提案委，区政府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