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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一棵棵枝繁叶茂的黄葛树宛如一把把
巨大的遮阳伞立于青石阶梯两侧。拾级而上，几栋红
砖青瓦的建筑格外抢眼，仿佛将人带回到另一个年代。

这里是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街道莺花巷的合作村
青年国际社区。

合作村片区为原长安机器厂旧建筑群所在地，多
数建筑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村片区的建筑和景观受
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片区内杂草丛生、建筑外墙斑驳
点点。

2021 年 3 月，江北区联合文化创意公司，在广泛
征求社区居民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以“社区生活综合
体+青年活动中心”为主题，对合作村片区进行更新
改造。

“我们在较好地保留上世纪 50年代企业家属区原
貌和街巷肌理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升级公共空间、盘活
闲置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提升风貌品质、引入新的经
济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等举措，将合作村片区打造
成集文创、休闲、娱乐、鉴赏等为一体的都市文化休闲
和生活方式融合的综合体。”合作村青年国际社区项目
总经理吴楚鹏说。

如今，合作村青年国际社区已引入餐饮、文创、艺
术、休闲娱乐等40多家商户。“沉睡”的老旧建筑被重新

“唤醒”，曾经脏乱差的背街小巷变身为潮流文创街区，
催生出新的风景、焕发出新的生机。

合作村的蝶变是重庆市江北区推进城市更新的缩
影。近年来，江北区按照治脏、治乱、治违、功能提升、
品质提升及产业导入的“三治两升一导入”工作思路，
聚焦城市存量空间提质增效，大力实施“城市体检”和
城市更新行动，加快推动老旧小区、街区、厂区、商业区
等改造提升，努力打造环境优美、功能完善、安全舒适、
管理有序、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空间，一大批老街巷、
老厂区变身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旅游“打卡地”、新兴产
业聚集地。

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一头连着
百姓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

位于江北区观音桥街道的塔坪片区始建于20世纪
80年代，紧邻热闹繁华的观音桥商圈，是典型的位于城
市核心地区的老旧居住小区。2020 年，江北区正式启
动塔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涉及 44栋楼、1487户居民，

改造面积约12.6万平方米。
“我们秉承‘微更新’理念，在保留具有重庆本土特

色的住宅风貌和山城街区景观的前提下，不断完善社
区基础设施、美化社区环境。”江北区住房城乡建委党
委委员、副主任范从才说。

正值暑假，参加完高考的山东女孩孟想和哥哥相
约到重庆旅游，塔坪片区成为兄妹俩抵达重庆后旅游
打卡的第一站。

“这里的地形和风貌都很有老重庆的感觉，还有很
多新潮的商店和有意思的体验项目，很适合我们年轻
人。”孟想说。

“我们对闲置在塔坪片区内的老纺织仓库等进行
再利用，打造出集城市图书馆、生活美学馆、创客空间

于一体的北仓文创街区，吸引各类业态商户80多家，带
动 500多人就业。”北仓文创街区项目负责人陈芸莹告
诉记者。

在塔坪片区改造过程中，江北区还十分注重倾
听居民意见、问需于民。打造百姓议事厅等“家门
口”完整社区基层治理平台，建起养老驿站、托育中
心、健身广场等空间，更好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
多样化需求。

“塔坪片区的改造提升，走的是一条老旧小区改造
与商业、文旅相融合，城市发展与民生改善、城市治理
相贯通，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相协同的城市
更新之路。”范从才说。

新华社重庆7月17日电

重庆：城市更新让老街区焕发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

新华社电 在南昌大学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上至院士请辞“副校长”，下
至博士放弃处级身份，这里30多名科学家无一人有行政级
别。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风益是 201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获得者，一度担任南昌大学副校长，但出人意料的
是，江风益 4年前就向学校打报告请辞副校长。直到去年
底，组织才批准他卸任副校长。

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告诉记
者，近 10 年来，中心领导班子换了三届，每次换届学校都
提出，班子成员可以安排处级岗位，但大家都主动放弃
了。为什么“有官不当”？江风益告诉我们，科研人员的
本职工作是搞好科研。当了院士之后，邀请他参加的会
议很多，但他能推则推，每月最多参加一次。几十年来，
除了出差，工作时间几乎都在实验室。当然，他也认为，
对一些擅长管理的科研人员从事行政工作要表示理解，
因人而异。

江风益是院士，他的学生为什么也“有官不当”？国
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光绪说，实验室
开展的研究是面向产业化，科研人员有了行政级别，很
多时间会被行政事务所占用，不利于开展技术攻关；有
了行政职务也不便代表实验室入股企业，不利于科技成
果转化。王立认为，人各有志，对科研人员而言，过度追
求所谓行政级别，会影响投入科研的精力和时间，实验
室承担了很多重大任务，能把这些课题完成好就已经很
了不起了。

院士团队对行政级别“无欲无求”，而在科研上却是不
懈追求，坚持做别人做不好、做不了的“大课题”。从开创
世界第三条蓝光LED技术路线，到攻克“黄光鸿沟”世界难
题，将黄光LED的光电转换效率从9.4%提升到27.9%，再到
如今埋头钻研微红光，几十年来这个实验室“光”彩夺目，
撑起了一个世界级的光电产业。“有官不当”是境界，甘坐
冷板凳是追求。少发“热”，多发“光”，这种精神照亮自己，
点亮世界。 （吴锺昊)

这里，30多名院士博士都放弃了行政级别
新华社电 贵州省贵阳市最近开通了一条

“农”字号的公交线路——252路“惠农专线”，许
多群众在网上留言点赞。

一条专线，架通城乡。每个清晨，挂着露珠
的瓜菜从藤蔓上摘下，根须还沾着新鲜的泥土；
鸡鸭挤进背篓，和新鲜瓜菜一道，一路颠簸到达
市场，被早起的市民相中，成就一桌热气腾腾的
早餐。

这条专线，为进城农民减少了出行的曲折，
更为城市居民带来了生活的便捷，增添了城市
生活的烟火气。

贵阳252路公交车“惠农专线”，是一个多月
前新升级的线路。

此前，菜农进城卖菜大多只在贵阳城郊，很
少到贵阳市区。随着更多菜农来到市区，252路
公交越来越拥挤。人货混装，也给安全运营带
来隐患。

为此，公交公司升级推出 252 路“惠农专
线”。专线比普通252路提前10分钟发车，全程
仅停靠菜农集中的四个站点。不仅和城里上班
族形成错峰，还能让菜农更早抵达市场。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线路安排，却让菜农直
呼“周到”。一名菜农告诉记者：“有了这条专
线，我们花几元钱就可以把新鲜蔬菜运到贵阳
去卖，真是太方便了。”

有人将“惠农专线”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引
来点赞连连。网民跟帖留言：一座城市承载着
逐梦者的希望，也维系着百姓的生计，可以有现
代化的高度，也要有烟火气的温度。

贵阳的周到，并非独一份。近年来，不少地
方都出台了兼顾城乡的便民举措——

重庆轨道交通推出“背篓专线”，广东推出

服务“摩托大军”的春运摩托货运专列，山西开
通 305 公里停 36 站的“铁路校车”，甘肃兰州设
置2000余个临时摊点方便应季瓜果售卖……

鸡鸭鱼鹅、瓜果蔬菜，斗笠背篓、扁担箩筐，
汇就了城市烟火香。网友说，要为这样“有味
道”的法子点赞！

一趟趟穿行城乡的惠农专车，一个个接通
供需的临时菜场，解决的是菜农进城卖菜难的
现实问题，传递的是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的善意
和暖意，描绘的是城乡和谐、共建共享的美好愿
景。

菜农进城，便利出行只是开始。
贵阳“惠农专线”新闻后面，有网友留言：

“希望对菜农卖菜有所照顾，让他们下雨有地方
躲避。”

这是网友对菜农进城的更多期待，也是对
基层治理的更高要求。

各地在出台便民、惠民、利民政策举措的同
时，要拿得稳绣花针，更要下得起细功夫。围绕
群众诉求，关注民生细节，提升治理智慧，让政
策串珠成链，为百姓提供更多便捷服务。

一些地方已在精细化方向作出探索。如，
为维护市容秩序，甘肃兰州相关部门综合考虑
临时摊点周边的人口密度、道路建设、交通通行
情况，遵循“先入居民小区、后进背街小巷”的原
则，避免影响交通、降低安全隐患。

百姓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围绕群众身边
事，聚焦群众新需求，从普惠和便民两方面发
力，细化政策安排，提升治理效能，完善服务工
作，推出更多类似“惠农专线”暖心举措，把以人
为本的理念落到人心。

（许雄、郑明鸿、王博）

“惠农专线”，这是一条有温度的“链接”

这是7月15日拍摄的重庆市江北区洋炮局1862文创园景象（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