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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市管理局

办好“关键小事” 托起“稳稳的幸福”

25座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边角地”变身“幸福地”

重庆是山水之城，山地城市特色明显，有
不少的坡地、堡坎、崖壁等零散土地。这些土
地又被称为城市的“边角地”，既不美观，也对
城市空间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如今，这些城市
边角地带被因地制宜打造成了生态公园和便
民设施，“边角地”变身成了市民“幸福地”。

在九龙坡区，陈庹路大桥东侧的彩云谷社
区体育文化公园，建设规模约 17.1 万平方米，
被定位为“彩云之谷、艺术台地”，以“重回自然
生境”为主题，将景观结构划分为“一带四区”，
依据标高将场地分为了四个板块，融入健身、
康体、亲子等空间活动元素，是全龄段活力健
康的户外空间。

在北碚区，文藻路旁的书香社区体育文化
公园原来是一片不可进入、植物杂乱的绿地，
如今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绿色空间。公
园里，孩子们追逐嬉戏，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互
道家常，呈现出一幅和谐美好的幸福生活图
景。公园不大，约 2000 平方米，有巧妙搭配的
花卉绿植、健身步道，也有乒乓球台、滑滑梯等
健身游乐设施，是一处典型的“口袋公园”。

在高新区，凤鸣湖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建设
有运动场地面积约 5000 平方米，环湖步道约 1
公里，标准网球场、篮球场、5 人制足球场等设
施，成为当地全民健身新载体。

像这样的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我市已完工15
座，其余 10 座正在抓紧进行施工和收尾工作。

根据我市印发的《2022 年重点民生实事工
作目标任务的通知》要求，将在主城都市区建
设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25 座，在保障生态功能的
基础上，布置球类运动场地、健身设施、跑步
道、健身步道以及各类儿童设施、便民服务设
施以及文化景墙、小品等元素，满足各年龄段
群众体育锻炼需求。“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统筹
协调，通过现场督导、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及
时解决矛盾问题，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市
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1200余座劳动者港湾
温暖城市守护者

“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饭凉能加热。”
近日，位于江北区红旗河沟国美商场旁的劳动
者港湾里，环卫工人陈绿群接过早餐高兴地
说，“这里就像我们的家一样。”陈绿群的话，道
出了“劳动者港湾”带给她的幸福感。

走进这座看似简单的小屋，里面摆放着沙
发、电视、冰箱、空调、微波炉等家用电器，置物
架上放着杂志、药品、雨伞等日常用品，小小天
地“五脏俱全”。2022 年，江北区劳动者港湾还
多了一项服务——提供免费早餐。

“以前我们没有休息的地方，累了就在路
边随便找个地方坐一会儿。现在有了‘劳动者
港湾’，我们不仅有了固定的休息场所，还有免
费的早餐。谢谢党和政府把我们放在心上。”
陈绿群说道。

城市稳步前行背后，还有很多和陈绿群一
样的户外工作者。为传递城市温度，近年来，
重庆市积极推动建设“劳动者港湾”并不断提
高服务水平，满足劳动者如厕、热饭、纳凉、饮
水等一切休息所需。

自 2020 年起，重庆市将劳动者港湾建设纳
入市级民生实事，在劳动者集中的商圈、车站、

居民聚集区等进行布局新建，同时利用已有的
公共设施因地制宜进行改建合建，为劳动者提
供便利的休息空间。2022 年，我市新建劳动者
港湾 350 座，总数达到 1200 余座，每年服务户
外劳动者 1800 万余人次，已基本实现中心城区
重要公共场所全覆盖。

扩大覆盖范围的同时，我市还优化管理服
务、扩展功能。除了配备桌椅、烧水壶、微波炉
等基本服务设施外，部分“劳动者港湾”还配置
了常用医药箱、无线 WiFi、书报角、影音设备
等，探索港湾与停车场、充电站等不同市政设
施、文化旅游设施协同集约建设，让劳动者和
市民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

149处小微停车场
缓解“四老”区域停车难

2022 年 11 月 8 日，渝中区星月湾小区居民
李文仁并没有把车直接开进小区车库，而是在
路口掉头转进了对面的大黄路公共停车场。

“我们小区规划车位不够，以前停车是当地居
民的一大麻烦事。”李文仁说，大黄路公共停车
场今年初投用后，小区停车难问题大为缓解。

“重庆山高坡陡，停车场的用地条件非常
有限，建设小微停车场是因地制宜的选择。”市
城市管理局道桥管理处处长曹阳表示，针对中
心城区“停车难”的民生痛点，市城市管理局组
织各区城市管理部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按
照便民利民、节约用地、因地制宜的原则，实施
对部分城市零星用地、闲置用地、桥下空间等
存量资源挖潜，建设一批占地小投资少、建设
快用地灵活的“小快灵”小微停车场，最大限度
满足市民的停车要求。

小微停车场主要针对中心城区老旧小区、
学校、医院、商圈等“四老”区域，其一体化设
计、一体化建设、一体化管理降低了运营成本，
市民停车更加方便实惠。如大渡口区跃进村
小微停车场，利用医疗卫生用地缓解了重钢家
属区停车难问题；九龙坡区劳动三村停车场，利
用老旧小区公共地块建设机械式停车场，缓解
杨家坪商圈及附近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

此外，小微停车场不仅满足了市民停车需
求，临近区域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也大幅减
少，道路交通更加通畅；小微停车场不仅盘活
了土地资源，同时以停车场建设带动城市管理
综合整治，一些脏乱差地块的环境得到改善。

截至目前，中心城区已建成小微停车场
149 处，新增停车泊位 1.2 万个，已提前超额完
成年度任务。2023 年，在总结中心城区小微停
车场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全市范围内将全
面推进小微停车场建设。

217个“街头绿地提质”项目
打造市民休闲健身“小氧吧”

冬日暖阳下，于 2022 年 6 月完工的长江黄
沙溪段绿意盎然，父母带着孩子在桥下运动活
动空间玩耍，老人在滨水步道散步闲聊，游客
在水岸景观边拍照打卡，一幅“水畅、江清、岸
绿、景美、人和”自然滨江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在这附近住了这么久了，都没怎么注意，
黄沙溪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吃
完晚饭，去江边散散心、吹吹风别提多惬意
了”家住黄沙溪附近的市民李阿姨说道。

渝中区长江黄沙溪段治理提升工程，以
“重回长江”为主题，通过重塑滨江生态多样
性，加强与腹地的联系，贯通亲水道、设置“桥

梯驿”将人流快速引入滨江，打造出一条连接
山城步道和滨水绿道的独特游线。如今，黄
沙溪已成为市民感受自然的长廊、休闲娱乐
的胜地。

在沙坪坝区小龙坎广场，通过拆栏杆、平
场地，调整现有植物，同时重养护、保存活，增
添休闲设施等手段，为周围居民提供休闲舒适
的绿色共享空间；在高新区凤苑路，通过优化
树种选择，构建起以遮阴防护为主、兼顾美观
的道路绿化系统……

2022 年，我市各区县充分挖掘并发挥街头
绿地的服务功能，运用园林艺术手法，科学调
整和配置植物，合理布局景观层次，逐步完善
街头绿地游憩、休闲功能，增添城市文化内涵，
完成“街头绿地提质”民生实事项目 217 个，完
工项目面积 288 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去年，我局制定了《重庆市街头绿地提质
民生实事实施方案》，明确用三年时间以‘强化
城市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着力提升绿地景观
品质、优化城市绿地服务功能’为抓手，打造一
批供市民游憩、观赏、休闲的可进入绿地。”市
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总结经
验，稳步推进街头绿地和山城绿民生实事工
作，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完善提升人行道1450公里
市民出行更惬意

“经过更新改造，这个区域的面貌焕然一
新。道路变宽了，再不像从前那样拥堵、杂
乱。”家住南岸区国际社区的陈大爷每天晚饭
后，都会带着小孙子到家门口的游乐区玩耍，
对小区外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甚是熟悉。围
栏拆了、路灯变亮了、地面铺装了……道路更
新的点滴变化他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这只是我市人行道完善提升行动的一个
缩影。2022 年，九滨路人行道北起九龙滩广场
实施人行道铺装改造、绿化改造和沿线基础设
施提升，解决了以前路面破损、休息空间缺失
等问题；高新区曾家大道人行道，“一街一景”
靶向提升，更好地保障了在周边广达、英业达
等园区工作生活的近 10 万人民群众的出行、休
憩和游玩。

2022 年，由市城市管理局牵头，计划在中
心城区完善提升人行道 1450 公里。截至目前，
中心城区已实施人行道完善提升 1542 公里，提
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据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从 2020
年起，我市中心城区启动了人行道完善提升三
年行动。三年来，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各区城市
管理部门按照以人为本、突出重点、因地制宜、
整体推进的原则，围绕人行道“路、树、灯、车；
井、杆、线、牌；箱、亭、栏、桩”十二要素进行综
合整治，推进“两江四岸”滨江路沿线、城市主
干道沿线，市场、医院、学校周边，核心商圈、广
场公园、交通枢纽、历史文化街区等窗口地带
的人行道管理实现常态化、长效化，在针对性
解决人行道“走不通、不好走、不安全”等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净化人行
道空间环境、改善市民出行环境。

三年来，从“试点示范”到“全面铺开”再到
“基本完成”，中心城区已有超过 2900 公里人行
道完成了“微整形”。“变身”后的人行道功能更
好、“颜值”更高，让市民在“踱方步”中品味细
节之美、品尝悠闲之甜，为营造“两线、三边、四
点”人享其行的慢行氛围奠定了良好基础。

（顺然 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市委六届二次全会指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需要把握的
一个重要内涵是“‘新’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实实在在的新感受，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全面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认同感”。

2022 年，市城市管理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管理
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等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目标，
以“管好城市为人民”为宗旨，围绕小微停车场建设、街头绿地提质、社区文化公园建设等方面，用心用情用力办好
民生实事，着力把小事做好，将好事办细，让山城重庆颜值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方便舒适。

北碚区将军路停车场 北碚区城市管理局供图

北碚区书香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张双 摄

九龙坡区毛线沟大件厂劳动者港湾 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供图

南岸区腾滨路人行道改造项目 曹阳 摄

九龙坡区袁家岗街头景观绿化 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