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3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19 年 10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延续城市文脉 留住重庆记忆——记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张建  李翔  冉隆娟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信息中心 
DOI:10.32629/bd.v3i10.2778 
 
[摘  要] 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历史文化遗产是历

史 好的见证,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要在要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中坚定文化自信。本文对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措施进行了梳理总

结,供各地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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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

遗产。”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一个国

家的文化遗产,代表着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保护和传

承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和国家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源、未来的希望。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工作,陈敏尔书记强调,增强文化

自信,强化责任担当,以更高的站位和标准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唐良智市长

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延续城市文脉,留住重庆记忆。 

1 历史沿革 

重庆建城3000多年,历史上曾三次建都、四次筑城、八次移民。周慎

靓王五年(前316年),秦国灭巴国后,屯兵江州,筑巴郡城(江州城),城址在

今渝中区长江、嘉陵江汇合处朝天门附近。是为史载重庆建城之始。秦朝

分天下为36郡,巴郡为其一。隋开皇元年(581年),废郡,以渝水(嘉陵江下

游古称)绕城,改楚州为渝州,治巴县。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改渝州为恭

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

庆”,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迄今已有800余年。 

重庆城,从嘉陵江两岸兴起,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发展过程,一是由城寨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秦张仪筑少

城“江州”(江北嘴),蜀汉李严迁城筑大城(渝中下半城),彭大雅扩城(渝中半

岛上、下半城),明戴鼎第四次大规模扩城,砌城墙,修九开八闭十七城门。 

历史上,对重庆影响较大的移民浪潮共有八次, 早从秦朝开始。秦在重

庆设立巴郡,开始向重庆大规模移民。公元前314年,秦国以张若为蜀守,“移

秦民万家实之”。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又迁六国豪富入蜀。两晋南北朝时期,

北方移民从北向南迁徙,北方汉族为移民主体。隋唐两宋时期,大量北方移民

为躲避战乱,纷纷南下到经济条件较好的重庆,南宋时东南地区的移民进入

重庆有较大增长,形成南北移民混杂的局面。元明时期,由于连年战乱,重庆

人口下降严重,大量的东南地区的移民开始以各种形式迁入到四川重庆等地

区,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运动。明末清初,由于历经战乱,重

庆人口流失严重,劳动力奇缺,土地大量荒芜,清政府据此实行移民垦荒。湖

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十余个省的大量移民从川江水路进入川东,形成了

历史上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运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战区的高等院

校、学术文化机构和人们纷纷内迁到重庆。三线建设时期,重庆由于其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工业基础,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根据1964年

10月编制的《重庆三线建设规划》,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达200多

个。第八次为支撑三峡工程建设而开展的百万大移民,重庆承担了三峡库区

85%以上的移民,当地转移和迁往外地的人口,共计达到百万以上。 

2 历史文化价值特征 

重庆,是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山水之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汗

水波浪远,巫山云雨飞”,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优秀的人文精神积淀,

广泛分布着从古代巴渝到明清移民、开埠建市、抗战陪都、解放战争、西

南大区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呈现独特的价值特征：是依托大山大

水的世界山水城市典范；是东方文明起源和推动中国进程、影响世界格局

的见证之地；是中国南北方和东西部文化交融的重要节点；是长江上游的

航运枢纽和门户,近现代西南地区的工商业中心；是中华民族独立品格和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

审议时提出,重庆人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间,险峻的环境、大自然的熏陶,孕

育了重庆人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个性和文化,磨砺了山城人 

(3)边坡表面的菱形空心砖长度在2—3米之间,且夹角小于60°。(4)相邻

空心砖拼接形成的框格应嵌入边坡表面,并按照每间隔20—40的规格设置

集流槽。(5)在边坡表面种植绿色植物,以减少表层径流,减轻对菱形空心

砖的冲击力。 

4 加强高边坡防护治理效果的具体策略 

4.1开展环境勘察,评价高边坡技术等级。在高速公路投入使用后,可以

委托资质完备的施工方进行地质勘察,采集公路设计与施工资料,客观评估公

路工程的质量等级。通常情况下,高速公路工程质量等级主要划分为好、较好、

一般、差四个等级。 后,结合养护方的技术情况,制定可行性养护方案。 

4.2构建完善的档案管理机制,积累高边坡资料。养护方要全方位动态

化掌握高边坡技术状态,构建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尽可能的实现一坡一

档。山区高速公路高边坡档案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1)高边坡基本

数据,其包含地质结构资料、边坡防护形式和边坡防护高度；(2)高边坡防

护工程质量评定等级；(3)承建方基本资料。相关工作人员应加大对采集

资料与信息技术的重视,以便后续查阅。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山区高速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当结合实际情况,采取

科学合理的高边坡防护治理措施,从而增强边坡结构安全稳固性,维护整

体工程质量安全,以期满足交通运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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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真抓实劲、敢抓狠劲、善抓巧劲、常抓韧劲。 

3 历史文化名城概况 

1986年重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历

史文化传承,历史文化资源遗存众多,全市现有53个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级

23个、市级30个)、46个历史文化名村(国家级1个、市级45个)、74个中国

传统村落、9个历史文化街区(国家级1个、市级8个)、20片传统风貌区、

36个风景名胜区(国家级7处,市级29处)、巴渝十二景、3141棵古树名木(一

级201株、二级2940株,主城区内共1004株,其中一级48株,二级956株)、

2391处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55处、市级337处、区县级1999处)、23572

处文物点、257处优秀历史建筑(第一批176处,第二批81处,第三批已公

示)、395个抗战遗址、1处国家级和9处市级大遗址、1015处水下文化遗产、

441处革命遗址、29处工业遗址、3条文化线路、1处世界文化遗产、2处世

界自然遗产、南宋末年至明清军事防御遗产、411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名城保护开展情况 

4.1强化组织保障 

建立起全域覆盖、全面管控、全程管理的市、区县(自治县)、镇(乡)的

三级管理体制,2016年,成立了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作为重庆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议事决策机构,全面推进重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工作。市名城委下设办公室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市名城

委办公室与市规委会办公室合署办公,由规划部门具体组织运行。2017年初,

原市规划局(现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增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处(现文化风貌

处),专职负责名城的全域、全面和全程规划管理工作,并与市文化与旅游发

展委、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等多部门形成工作联动机制。各区县规划部门落

实专职人员,实现保护工作管理到位。市规划院也专设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研

究所进行技术支撑协助,各种社会力量和学术组织主动介入名城保护工作,

千余名历史文化志愿者常年开展扫街走村活动,寻找记忆、留住乡愁。 

4.2健全法规制度保障 

2018年出台《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并于2018年9

月1日正式实施,填补名城保护地方性法规空白。条例共七章六十五条,涵盖

了名城规划管理的全部范畴,内容包含资金投入、体制机制、挖掘普查、保

护规划、保护传承、活态利用、政策创新、法规建设、思想认识、文化弘

扬等十大内容与此同时,还结合修订《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工作,

完善与历史文化名城和传统风貌保护相关的规划管理特殊技术规定。并制

定了《重庆市历史建筑和重要传统风貌街巷现状测绘成果标准》、传统风貌

规划设计导则、城市紫线划定技术导则,为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标准支撑。 

4.3强化规划引领 

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加强保护工作整体性和科学性,让城市留下

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015年编制完成了《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重庆市传统风貌保护与利用规划》两项总体规划,确定了重庆市“三层七

类”历史文化名城空间保护体系。2018年完成全市6个历史文化街区、46个

历史文化名镇、29个历史文化名村、176处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编制完成15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规划,指导区县新编、修编一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

划。开展历史文化特色空间、特色历史环境要素、“ 重庆”历史文化路径

等十余项实用性规划研究。各区县同步推进分层分片、分级分类的历史文

化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江津区中山历史文化名镇作为全国唯一名

镇入选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城市建设发展优秀案例。2018-2019年,

结合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要求,同步编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专篇。

目前已实现全市已批准公布的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全覆盖,并将相

关要求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土地出让、风貌管控、规划管理的依据。 

4.4强化保护挖掘 

按照“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要求,深挖巴蜀“文脉”,延续重庆“文

明”。持续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第三批优秀历史建

筑已进行公示。启动城中村、危旧房和棚户区改造片区内有价值的老建筑

摸底排查和价值评估,开展具有山城特色的码头渡口、传统街巷、山城步

道等普查。推进历史文化资源信息库建设,建立统一的信息采集、入库标

准,加快实现全市历史文化资源电子化管理,推动“文化+大数据”发展,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历史文化进行数字化保护、加工、展示,创新历史文

化内容传播,建立“人文重庆”公众信息服务平台,增强市民的文化自觉和

自信,提升城市的软实力和形象。 

4.5保护传承专项行动 

以坚持保护优先,应保尽保；坚持合理利用,服务发展；坚持创新发展,

传承弘扬为工作原则,提出“一年抓抢救、两年有亮点、三年显成效、五年

成格局”的工作目标,呈现有历史的城市、有特色的乡村、有情怀的街巷、

有记忆的步道、有故事的建筑、有文化的环境。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和

“城市提升”两大工作基准面,开展资源普查、推进保护修缮、传承历史文

脉、完善法规体系四个专项工作,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要求,不急

功近利,不大拆大建,以小规模、渐进式的节奏,开展26项重点任务、190个

具体项目,持续提升历史文化街区宜居性,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大田湾

—文化宫—大礼堂传统风貌区保护提升,以老一代革命家“建设人民的生产

的新重庆”为历史蓝本,以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顺应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为指导思想,以“建国初期重庆文化中心,西南大区文化风貌廊

道”为形象定位,保护“西南大区”传统风貌,完善市民体育文化功能,提升

城市共享品质。朝天门片区治理从生态、文化、人本出发,寓千里之始、载

广大之势,以恢复自然生态环境和塑造重庆历史人文地标为目标,按照顺应

自然、尊重历史、传承文化、写意当代的原则,提出了朝天门“山水之门、

人文之门、开放之门”的形象定位。朝天门片区治理以打造立体生态文化

公园为目标,通过优化岸线景观、重塑历史记忆、彰显传统风貌、完善片区

功能四大重要提升举措,展现山川宏伟壮阔、连接人与自然的“山水之门”,

开启重庆悠久历史、承载码头记忆的“人文之门”,引领重庆经济创新、直

面发展变革的“开放之门”。成为重庆“行千里、致广大”的城市地标。 

5 总结 

重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保

护优先、合理利用、创新发展,延续城市文脉,留住重庆记忆,让优秀历史

文化活在当下、服务当代。不忘本来,传承文脉,面向未来,写意当代,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树立根植于内心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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