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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灯光次第亮起，一片流光溢彩。从

洪崖洞拾级而上，豁然开朗。平地上，一座纪

念 碑 跃 入 眼 帘 ，这 是 重 庆 有 名 的 十 字 金 街

——解放碑步行街。

二水中分，两江环抱。渝中区是重庆中

心地带，而解放碑所在地又是重庆城的中心

之一，自古繁华。

如今，经过多番改造，解放碑步行街在传

承历史的同时，焕发出青春活力，以其丰富的

文旅资源吸引中外游客远道而来。不仅如

此，步行街还积极发展金融产业，打造中央商

务区，实现“上楼办公、下楼逛街”，推动街区

高质量发展。

融合历史与现代，步
行街承载城市记忆

走进解放碑步行街，道路整洁，商铺林

立。一下高铁，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冯欢拉

着行李箱，兴冲冲前来“打卡”。

“这里可以购物，吃各种小吃，还有厚重

的历史文化。”冯欢说。

平日里，解放碑步行街总是车水马龙，人

声鼎沸，一到节假日，更是火热。今年国庆期

间，解放碑商圈迎客超 600 万人次。

解放碑既是一座碑，也是一条街，碑以街

立，街因碑兴。

置身碑下，抬眼望去，解放碑高 27.5 米，

边长 2.55 米，碑内连地下共 8 层，设有旋梯抵

达碑顶，“人民解放纪念碑”几个大字在碑身

上熠熠生辉。

解 放 碑 背 后 的 故 事 ，还 得 从 抗 战 时 期

说起。

以前，解放碑所在街区名叫督邮街，因地

处市中心，明清时期就热闹非凡，是重庆当之

无愧的“第一大街”。抗战时期，众多企业在

此聚集。抗战胜利后，重庆人民在此建立起

“抗战胜利纪功碑”。新中国成立后，街区因

碑身上“人民解放纪念碑”题字得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碑商业街始终走

在重庆商业前沿：1950 年重庆第一家百货商

场——重庆百货开门营业，1989 年重庆第一

家外资企业——金夫人落户。

1997 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后，解放碑商业

街被改造为步行街，重庆第一家港资现代化

大型购物中心——大都会开业，开启了重庆

乃至西部城市商圈发展的新篇章，引领重庆

时尚与潮流。

如今，解放碑步行街不仅有多家承载着

几代重庆人记忆的老字号，还有众多国际知

名品牌、200 个品牌首店，有平时举办汇聚国

内外知名钟表品牌的西部钟表节、国潮咖啡

文化节、解放碑国际消费节、西部都市旅游节

等活动。

2022 年，解放碑中央商务区扩容到 4.2 平

方公里。2023 年，解放碑中央商务区实现社

零总额 1010.7 亿元，率先跻身西部首个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过千亿元级的中央商务区。

近年来，解放碑步行街先后获得商务部

首 批“ 全 国 示 范 步 行 街 ”“ 全 国 示 范 智 慧 商

圈”，文化和旅游部首批“全国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全国“最具消费引领力商务

区”等金字招牌。

“尽管重庆城市不断发展扩大，但解放碑

仍然是市中心，文物众多，历史厚重，在重庆

城市格局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渝中区文

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唐嵩说。

提升产业与功能，现
代都市街区魅力十足

解放碑步行街从历史走来，向现代迈进，

拥有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也是外地人来

重庆旅游的必到之地。

“解放碑并不高，但在我们心里，非常崇

高，不只是重庆人坚强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

不屈精神的体现。”傍晚，来自湖南的游客刘

梅带孩子瞻仰解放碑，怀念历史丰碑。

徜徉在解放碑步行街，刘梅一家登上重

庆环球金融中心会仙楼观景台，俯瞰两江交

汇、大桥横跨，山城重庆尽收眼底。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文商旅融合街区。”

渝中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解放

碑步行街将突出文脉传承、风貌保护、功能提

升、产业发展，充分挖掘解放碑历史遗迹和特

色文化资源，通过选点、连线、扩面，打造文商

旅融合精品。

近年来，渝中区对解放碑步行街众多历

史文化遗存进行了修缮，着力打造特色历史

文化街区。鲁祖庙传统风貌区焕新亮相，邮

局巷、筷子街、铁板巷、书院巷等一批后街支

巷也正在升级改造。未来，解放碑步行街将

连通“九开八闭”17 座城门，打造环古城墙步

道体系。

解放碑步行街东北角，一栋红色建筑格

外醒目，国泰艺术中心造型独特，充满浓厚文

化味道，建成 10 年来，为市民奉上了《孔子》

《独自温暖》《雾起江州》《弦上巴渝》等国内外

2500 余场高质量的公共文化产品“大餐”。抗

建堂历经 80 多年的沉淀，依旧上演各种经典

剧目，不断传承抗战戏剧精神，给大众带来沉

浸式戏剧体验。

老街区必有老字号。小滨楼、顺庆羊肉、

颐之时……老重庆人熟悉的老字号文化被深

入挖掘，探索建设老字号展示消费中心，让中

外游客一饱口福。

既要体现“重庆潮”，也要展示“现代感”。

大都会广场与解放碑步行街同年开业，

承载了一代重庆人的记忆。如今，也迎来破

茧成蝶的新机遇，正在打造高端时尚商业综

合体。

位于大都会广场 8 楼的“重庆黄桷树空

中花园”吸引众多游客打卡，花园围绕“黄桷

树”“山茶花”两大山城人文 IP，设计了一系列

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景观，巧妙地把城市文化

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不仅为解放碑增添了

新的城市风采，也为商场打造了新场景，激发

新的消费活力。

作为重庆夜经济的重要承载地，解放碑

步行街大力优化“夜娱”“夜演”等文旅产品，

推进夜间文旅消费升级，并与洪崖洞、十八

梯、戴家巷等传统风貌区有机连接，让游客不

走回头路，饱览山城璀璨夜景。

发展商业与商务，持
续改造拓展商圈功能

“与一般纯商业街不同，解放碑步行街既

是商业街，更是商务区。”解放碑中央商务区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解放碑步行街坚持

商业和商务并重，打造知名企业聚集区，为街

区带来旺盛的人气和消费。

如今，商圈空间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形成

解放碑—朝天门商圈，集聚世界 500 强企业

80 家，区域亿元税收楼宇增至 26 栋。

企业纷至沓来，活动异彩纷呈。福布斯

中国解放碑论坛、中新金融峰会、时尚芭莎·

国 际 金 街 大 秀 …… 系 列 节 会 活 动 落 地 解

放碑。

解放碑商圈的发展也面临交通等基础设

施不足的难题。

“空间有限，发展无限”。解放碑商圈建

设“精雕细琢”，系统提升商业商务环境：建成

一带六横七纵快行慢游特色步行系统，让交

通更为通达；塑造山城江城光景眺望系统，让

环境更加亮丽；实施交通、城管、文旅、安防等

重点领域智慧管理，使商圈更趋智能；打造近

悦远来主客共享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功能

更加完善。

地下环道建设让解放碑商圈缓解交通

压力。这几年，解放碑商圈建成投用全国首

条 7.5 公里地下环道，贯通 28 个楼宇地下车

库和 2.3 万个车位，缓解了地面 30% 的交通

压力。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同步建设电

力隧道，连通商圈各个商业大楼，实现多座

变电站智能互联，保障商圈用电，扮靓山城

夜景。

在功能上，解放碑商圈不断改造提升，让

老街区焕发新活力：强化十字金街高端品牌，

服务高能级总部企业聚集，突出时尚潮流休

闲体验、文化创意功能。

万象新华中心、大都会“蝴蝶计划”、渝都

MOXY 亚太旗舰店……短短几年，渝中便新

增办公空间 100 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总量扩

容至 900 万平方米。

解放碑商圈作为重庆商务商贸发展极

核，对外开放展示窗口，商务办公聚集，南北

之声不绝于耳。如今，外资外事机构仍然汇

聚于此。

目前，解放碑商圈汇聚重庆全部 13 家领

事机构，国际机构组织 10 多个，外资企业超

过 700 家，聚集工银安盛、中银金租等金融机

构，其中市级以上金融机构 100 余家。

“下班后，我就在附近和朋友逛街购物，

安逸得很。”一家银行员工小李介绍，走出办

公楼，就是商业街，生活十分方便。

厚重的历史孕育了这里丰富的人文底

蕴 ，更 滋 养 了 解 放 碑 商 圈 浓 郁 的 商 业 氛

围 。 古 旧 和 创 新 ，传 统 和 现 代 ，人 文 和 潮

流，在此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并持续滋养这座

城市。

图①：重庆解放碑步行街夜景。

邬红蓉摄   
图②：重庆解放碑步行街人头攒动。

罗云希摄   
图③：重庆夜景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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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2024 中国（嵊州）小笼包品牌发布暨小吃产

业发展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目前，全国已有嵊州小吃门

店 3 万多家，从业者超过 8 万人，产业规模达到 140 亿元，嵊

州小吃正成为带动群众致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产业。

嵊州小吃是浙江嵊州的城市名片，承载着厚重的历

史记忆和民俗风情。嵊州小笼包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

一种文化的传承。嵊州市将小点心做成大市场。近年来，

提出小吃统标，注册小吃商标，编制小吃地图，建设小吃产

业园等发展规划，支持小吃行业高质量发展。去年，嵊州市

推出小吃产业三年行动方案，通过建设一批嵊州小吃产业

园等“十个一”工程，探索以小吃产业撬动形成农村原辅料

种养、生产加工等大产业发展格局，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

板，力争到 2025 年底，培育 100 家小吃企业，实现嵊州市外

100 亿元、嵊州市内 100 亿元“双百亿”年产值目标。

（闾高桥   陶兆志）  

嵊州小吃打造创富增收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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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推动共建“信用大湾区”框

架协议签约活动日前举行。共建“信用大湾区”，有利于推

动大湾区规则衔接的不断完善和机制对接的持续深化，在

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实现“软联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据介绍，大湾区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将紧盯重点环节，全

力抓好共建“信用大湾区”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一是持

续推进信用数据归集共享应用。建立大湾区信用数据共享

专区，支持深圳打造大湾区跨境信用综合服务平台，通过信

用数据“一根针”串起信用服务“千条线”，推进前海信用试

验区建设。二是协同开展信用监管制度机制创新。构建企

业信用评价体系，拓展中国企业信用指数等信用评价工具

应用场景；协同抓好湾区认证等工作，形成合力，进一步彰

显市场监管的作用。三是探索推行信用制度规则互认统

一。系统谋划构建区域内相对统一的信用监管制度规则体

系，实现异地同标、规则互认、协同共治。 （林丽鹂）  

共建“信用大湾区”框架协议签约

物 流 是 实 体 经 济 的“ 筋

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

外贸，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

重要一环，也是观察经济发展

形势的重要窗口。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10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

数为 52.6%，较上月回升 0.2 个

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

新订单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等绝大部分分项指数均实现

环比回升，保持在景气区间。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随着存

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

发力显效，物流运行延续企稳

回升态势，推动经济发展动力、

活力不断释放，为经济平稳运

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居民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有力支撑物流需求平稳增长。

不断攀升的线上消费热度，凸

显了新型消费业态的活力，也

为物流继续平稳运行、经济企

稳回升提供支撑。随着市场迎

来消费旺季，各大电商平台集

中推出促销活动，在消费品以

旧换新、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精品消费月等促消费政策活

动的带动下，消费市场潜能加

速释放，电商物流需求快速增

长。10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

指数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

数均显著提升，创出近 5 年内

新高。

重点物流通道通江达海，

联通内外，激发经济活力。近日海关总署出台新一轮 15 条

重点举措，支持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进一步推动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重庆潼南，世界公认的三大柠檬产地之一，

全国 50% 柠檬鲜果出口来自这里。柠檬通过西部陆海新通

道出口到东南亚可缩短 10 多天时间。今年 1—10 月，重庆海

关所属永川海关监管出口的鲜柠檬同比增长 5倍。

进一步降本提质增效，是当前推动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前三季度，社会物流总费用 13.4 万亿

元，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的比率为 14.1%。交通运输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7年，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

效取得显著成效，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力

争降低至 13.5%左右。

《行动计划》提出，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

多式联运“一单制”创新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特别是加快

推进交通运输智慧物流创新发展，力争在长江经济带、西部

陆海新通道等重点通道率先突破。海关总署表示，进一步

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物流成本，将境内段运费扣减政

策从铁海联运复制推广到中老、中越班列。越来越多改革

举措出台，将有效助力物流行业降本提质增效。

当前，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推动物

流业进一步降本提质增效，能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新动

能加快释放，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助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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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物流运行延
续企稳回升态势，推动
经济发展动力、活力不
断释放，为经济平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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