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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九龙坡区以宜居宜商为城市
核心竞争力，推行“党建+”工作模式，打造
国家级模范宜居城乡，推动城市建设扩容
提质，推进乡村振兴行动，努力实现城乡建
设品质发展。一幅城乡共美的品质画卷，在
九龙坡区这座繁华都市徐徐展开。

党建引领
打造先锋模范新住建

党建引领为民办实事。九龙坡区住房
城乡建委深化“为民住建”党建工作品牌，
坚持推行“党建+”工作模式，在“抓服务、强
业务”上下功夫，坚持把项目一线和社区党
建共建作为为群众服务前沿阵地，组织党
员进企业、进社区开展防汛排涝、优化营商
环境等志愿服务活动，打造民主村项目为
城市更新市级示范工程，指导九龙坡区物
管管理协会成立 2个党支部。

服务引领树立党员形象。结合“服务型
效能型”机关创建，以解决服务缺位、错位
和质量等问题为着力点，设立“党员示范
岗”，落实重大项目专班服务及建筑工程项
目包点联系等制度，切实转变机关作风，打
通工作中“最后一公里”，深受广大市民群
众好评。

三大行动
打造品质活力新住建

九龙坡区借力政策优势，优化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和城乡交通网络畅达，打造宜
居城乡，让广大市民和企业安居乐业。

开展基础设施提质行动。扎实做好轨
道交通、桥梁、隧道及城市主干道 13 个市
级重大交通项目工作，全面推进 3个轨道
交通、3个桥隧项目建设。有效排除五台山
立交至双山隧道涉企、大九滨江连接道涉
铁等一批市政府督办的卡点难点，加紧打
通凤中路延伸段等 7条未贯通道路。支坪
长江大桥、白黄段、白黄与成渝铁路共建段
3个项目列为中心城区年度城市道路力争
开工项目清单，轨道 19号线等 5条线路同
步开展前期研究。

开展城市更新提品行动。加快推进城
市更新试点工作，已多渠道筹融资金，有序

实施城市更新三年攻坚行动，不断完善政
策制度体系和工作体制机制。积极谋划 18
个城市更新项目，新增更新项目 9个，形成
连线成面、片区开发、类型各异的新面貌。
精心打造民主村片区、重庆电厂、美术半岛
艺术家群落等 5个示范项目，民主村片区
一期首开区建成开街，重庆电厂及双子烟
囱光影秀国庆亮相，已启动文化一二村、陈
家坪、石桥铺商圈等区域更新改造。积极构
建“投建运管治融”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发
展机制，已启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41个、
434万平方米，其中 2023年新开工项目 20
个，开工率 95.24%。提前策划 2024年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 28个，涉及 55个小区、陈家
坪周边区域、朝阳路———高庙村、白马凼周
边区域等项目目前已开展前期工作，计划
年内动工。

开展住建产业提档行动。建筑业产值
保持增长态势，13家建筑企业升规入统，上
半年注册地建筑业总产值完成同比增长
12.3%，位居中心城区第一。

今年 1-8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同
比下降 15.6%；商品房销售面积完成同比下
降 35.4%。推动建立九龙坡区物业行业党组
织，成立区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培育“三
强三好”巴渝先锋物业党建典型企业，打造
具有九龙坡特色的“巴渝先锋”物业党建品
牌，规模以上物业企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同比增长 3%。并积极落实地勘设计业惠企
资金，引导优质勘察设计企业参与城市更
新、乡村振兴、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建设，
1-7月勘察设计业营业收入完成同比增长
6.53%；勘察设计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完成
同比增长 9.1%。

突出“三大领域”
打造服务民生新住建

力促房地产市场领域回暖复苏。“恒大
系”两个项目 4615户交付销号，“恒大系”
两个项目全面复工。用好用活“29+15”促进
房地产市场发展系列政策，试点实施商品
房团购等市场扩围举措，深研细究市里正
在制定的棚改、危旧改、存量房网签等政
策，抢占政策先机，加快推进房票制度。定
期组织银政企对接活动，支持华润、万科等

优质头部房企做大做强，鼓励春风、东原等
优质企业升级发展。帮扶解决企业困难，办
理提前使用预售监管资金。

力促住房保障领域提质扩面。1-8月，
完成棚改 303户，占年度任务量的 78%；公
租房配租完成 404户，发放廉租房租金补
贴 707户；积极归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受
理维修资金使用申请 630件；积极筹备资
金深入开展直管公房维修工作，公房租金
收入有所增长；通过居住类存量房盘活保
障性租赁住房 87套 1912.95平方米。对 36
栋、3.3万平方米城镇既有 C、D级危房以及
新增鉴定的 212栋城乡自建房危房持续开
展巡查监护。完成农村危房改造摸排，拟改
造农村危房 18户、创建美丽庭院 80户并
完成村庄亮化工程 200个。

力促民生改善领域稳进增效。已完成
谢家湾、万象城片区、渝州路 3 个片区 16
项城市路网更新节点改造；轨道环线谢家
湾站人行步道已建成投用；全面启动九龙
半岛滨江段步道等 7 条山城步道建设，已
完成 5 条，山城步道工作获 2022 年市政
府督查激励；计划建设重庆美术公园电厂
区域停车场等 5 个大型公共停车场，预计
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1935 个，积极吸引社

会资本参与停车场建设，鼓励单位利用自
有用地增建、临时边角地块插建、老旧小
区加建立体车库。完成中交西园雅集二期
等 8 个新建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审查，继
续保持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成面积第一。
持续优化“物联网+智慧排水”监测，目前
全区共计 37个易涝点监控点位。启动“智
慧水篦”试点建设，对全区 21 处城市易涝
点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确保城市安
全度汛。

打好“三大战役”
打造绿色生态新住建

打好建筑扬尘治理阻击战。结合创文
工作，综合运用视频监控系统、扬尘噪音监
测系统、“智慧工地”管理平台、投诉专线通
道等，全面提升 120个在监项目建筑施工
扬尘污染防治标准，整改施工扬尘防治不
到位问题 400余项。

打好城镇污水治理攻坚战。加大城市
雨污分流改造力度，已完成跳磴河九条支
流“清水绿岸”治理提升项目管网整治和红
狮水库支三支四线雨污分流整治工程；鹅
公岩箱涵雨污分流整治工程完成 99%；长
江沿线九龙湾及黄桷坪街道铁路南站货场
排口溯源整治工程正在预验收；城市排水
管网整治项目进度 65%；彩云湖污水处理
厂扩容提标改造项目已建成投用；扬声桥
水质净化站已完成前期方案设计。

打好绿色节能示范持久战。大力宣传
推广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新技术，通过能
效测评 26个项目，约 75万平方米。以装配
式构配件、门窗等绿色建筑材料为重点，搭
建 BIM 信息模型材料数据库并推动在设
计、施工、验收全过程应用，实现各环节数
据有效传递，提升绿色低碳建筑实施质量，
绿建执行率及完成率均达 100%。

新时代，新目标。九龙坡区住房城乡建委
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12345”发
展思路，紧抓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和新
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试点契机，以天
天拼搏、事事争先状态，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在开创新重庆“九龙坡发展新境界”中，彰
显为民、利民、惠民的住建力度、住建温度、住
建速度，打造国家级模范宜居城乡，全面推进
九龙坡区高品质发展！

通讯员刘诗兰 特约记者黄仕明

重庆市九龙坡区：

推行“党建 +”工作模式 打造国家级模范宜居城乡

2023年，九龙坡
区住房城乡建委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指引，围绕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协同发
展及市住房城乡建
委和区委区政府工
作部署，锚定“885”
运行机制，重点实施
“13355”工作计划，
充分发挥在稳增长、
防风险、惠民生等方
面支撑作用，推进住
建领域新旧动能转
换和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凝心聚力抓
项目、蓄势赋能促发
展，按时按质完成阶
段性工作目标任务。

九龙坡区山城
步道、重点项目、优
化营商环境建筑许
可改革工作获 2022
年市政府督查激励，
民主村社区入选全
国首批完整社区试
点。

核心提示：

陶家隧道建设现场 渝州路老旧小区改造

建设中的黄桷坪长江大桥

□本报记者 赵蝶

近日，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和重庆市
科技局在重庆召开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科技协同创新专项工作组第
六次会议。会议听取了“一带一路”科技
交流大会筹备情况汇报，审议了《川渝共
建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川
渝毗邻地区融合创新发展带三年行动计
划》《川渝科研机构协同创新行动方案》，
共同总结了川渝协同创新的工作推进情
况，研究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是重大国家战略。要认真落实重庆四
川第七次党政联席会议决策部署，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动建
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会议指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按照川渝两省市党委政府决策部署，两
省市科技系统紧密合作，不断强化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川渝科技协
同创新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出台了《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总体方
案》《关于进一步支持西部科学城加快建
设的意见》等系列顶层文件。川渝两省市
累计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 236 个，19 家
全国重点实验室完成优化重组；实施川
渝科技创新合作计划，支持科技合作项
目 147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2.1万
家、国家科技型企业超过 2.5万家；川渝
科研单位联合组建了川渝技术转移联
盟、科研院所联盟、大学科技园联盟等一
批协同创新机构，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化川渝协同创

新合作，加快推动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一是要加快推进“一廊一
带”区域协同创新布局，制定《成渝中线科
创大走廊建设方案》《川渝毗邻地区融合
创新发展带三年行动计划》。二是高水平
建设西部科学城，联合争取一批全国实验
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落
地。三是要办好“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
会，塑造国家级科技交流品牌。四是要谋
划建设一批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尽快取
得一批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成
果。五是要扎实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
关，共同争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协同开
展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攻关。

重庆市璧山区全球首条云巴示
范线开通运营以来，作为新型小运
量轨道交通制式，有效缓解了群众
“最后一公里”出行难，切实打通了
城市微循环，为重庆市轨道交通产
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活力。

近日，璧山区交通局、区发展
改革委、区公安局、区城市管理局
等部门分管负责人齐聚璧山云巴
沙坡站，对云巴站前/后广场环卫
及非机动车停放规范、斑马线红
绿灯设置不合理、市民换乘小巴
难度大等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
调研结束后，各部门就重庆云巴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问题提案开
展了集中研讨。

各部门在研讨会议上就各项

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责任部门达成
一致。建议要点包括建立定期的
清理机制，并规划非机动车停车
位，解决站前广场市容问题；拆除
刘家嘴站等 3 个站前马路防护
栏，并设置斑马线及红绿灯，在全
线车行路口设置警示标识和防撞
护栏，排除云巴周围的交通安全
隐患；设置一班连接秀湖公园、汽
车露营基地等 11个站点的小巴专
线，解决群众反映的接驳困难问
题等。

下一步，璧山区将不断提升云
巴运营水平，引导城市空间结构优
化，撬动轨道产业集群化发展，带动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通讯员姚瑞轩特约记者何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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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两省市累计建成
国家级创新平台 236个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