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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旧工业住宅街区的设计整改及艺术文创活
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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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拟探索城市老旧工业住宅街区的现存整改模式中面临的被动的“拆”、消极的“弃”、乱象的“替”等需批评警示的设计困境

及全新的艺术文创活化整改设计手段。通过重庆特殊钢铁集团住宅区石井坡街区的彩绘文创升级改造这一推动从环境到制

度的更新复兴个案，说明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更新模式，可以活化街区更新因子，塑造老工业大住宅自身独特的时空环境特

色。通过艺术文创活化改造，解决城市文化断层、街区品质低劣、居住环境保护主体观念缺失等问题，使特色景观街区具有全

新的价值，能够充分利用社区文化资源，满足居民的居住需求，激发居民积极参与建设维护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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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s and Its Artistic Cultural Activat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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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dilemma required to be criticized in the present rectification model of old urban

industrial residential blocks, such as passive“demolition”, negative“disposal”, and unordered“replacement”and the new

rectification design of artistic cultural activating approach. Through the upgrading of painting and cultural creation in Shijingpo

block, a residential area of Chongqing Special Steel Group Co., Ltd., the renewal and revival from environment to system has been

promoted, showing that the top-dow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renewal model can activate the block renewal factor and shape the

unique time and space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old industrial large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e rectification of artistic cultural

activating approach can solve a series of dilemma, such as urban culture fracture, low quality blocks, loss of subjectivity i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o as to bring a new value of urban landscape block and make a good use of cultural resource to

satisfy the residential demand of the residents and stimulate them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ultur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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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业老旧住区的街区特征是工业城市的重要

文化组成部分，承载着继承工业厂址地区历史文脉的

意义，虽然包含着大量保存了各个时期历史风貌的建

筑街区和大量城市厂区原住民的活态生活景观，但却

收稿日期：2020-07-01

基金项目：四川美术学院博士重大课题培育项目（BS17015）

作者简介：曾巧（1981—），女，重庆人，博士，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设计策划、设计理论研究。

通信作者：曾玲（1982—），女，重庆人，硕士，石井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主要从事党建项目规划实施、群团、组织建设研究。

51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0年8月

因为这些建筑景观的非典型特征，既不像在法律意义

上被划为核心保护对象的典型历史建筑般受到各界重

视，又缺乏发自底层自我更新改建的能力[1]。在城市

更新进程中，这类非典型工业老旧住区往往面临着青

壮年流失、活力消退、老龄人口聚集、犯罪率高、无法拆

迁等各方面的压力：一方面，非典型、文化吸引力不足、

混杂散布的空间特征更容易遭受各个方面的忽视与破

坏；另一方面，工业老旧住区这类街区的大部分物质对

象很难用文物的价值给予肯定，一旦旧城需要发展，地

段价值高的旧住区城便逐渐变成开发对象，或被完全

淘汰，或在长年的等待和搁置中空间和人居秩序破败，

因此其保护与发展可谓十分艰难[2]。同时，关于城市

老旧工业住宅街区的设计整改的活化更新研究也十分

欠缺。

一、城市老旧工业住区街区群落的设计整改乱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庆、武汉、沈阳等工业城市在

发展历程中遗留下的大量老旧工业住区等街区群落亟

待改造。城市老旧工业住区的街区群落独具魅力的生

活方式、居住情怀、邻里关系和文化精神，是城市文化

和城市个性的珍贵资源。然而现有的街区设计整改方

法，无论是自上而下，或来自基层自发性，都呈现出三

种简单粗暴的特征。

第一，被动的“拆”。拆即对老旧工业住区街区群

落大面积的拆迁改造，见图1，推倒重建为今天的高档

小区与商业空间，看起来老街区实现了华丽转身，却使

不可复制的城市文化痕迹被洗涤一空，导致城市文化

基因和记忆的断裂。无法留住过往和回忆也使对老旧

工业住区街区原本还有感情或记忆的原住民（更多是

产权人）在争取到拆迁补偿后，也很难被吸引再次重返

本地置业生活。同时，甚至带动其他同等区位情况的

街区群落居民产生经济补偿期待而放弃现有小区的自

发性建设投入。

第二，消极的“弃”。弃即在无法或无心拆迁的情

况下，对老旧工业住区街区群落采取小修小补，甚至不

修不补、无为而治。社区在勉力维持现状的同时，其基

础设施越来越破旧，居民越来越老龄化、街区辩识度模

糊。“拆”也刺激了“弃”，“等拆”也同于“弃”，例如重庆

市江北区长安汽车厂（原兵工厂）的老住区富强社区，

成立于 2001年 6月 26日，属于厂街的工矿型社区，辖

区占地面积0.58平方公里。共有居民总户数3107户，

居民多为长安厂的退休职工。社区上接长安公司，下

临北滨路，9号线+10号线双轨，坐拥北滨路C位。虽

然整个社区比较老旧，但富强社区的区位良好，加上网

传其被划为了商业用地，拆迁费达到了 20000 元/m2，

因此算是所谓的等待棚改的优质地块，现在却成为半

遗弃半等待状态的衰破社区。这样的做法对于尚在住

区内居住而无法搬迁的居民是一种煎熬，而对在社区

长大、对现代美好生活有期望、有要求且偶尔回归的年

轻居民也是一次又一次打击。这导致居民对街区失去

认可度，甚至厌恶老城区，由于他们迫切希望改善居住

条件，却在老旧住区看不到希望，所以一旦有条件改善

环境则会迅速搬离。

第三，乱象的“替”。老旧工业住区街区群落的设

计更新的一大难点就是修旧如旧，新设计要和周边环

境融合统一,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破坏地区本来的文化

根脉，在设计上尤其需要有针对性的巧思，而不是简单

机械的统一行为。例如，据搜狐网站新闻报道，2020

年6月11日西安市小南门四府街一部分店铺的招牌被

统一更换为了黑底白字的，见图 2。其设计初衷是为

了统一招牌、统一颜色、统一字体，使城市外观更加整

洁清爽，但黑底白字的禁忌色彩和丑陋的字体被市民

嘲讽为“逛街如上坟，购物如奔丧”。最后，因为这次更

换招牌引起的争议比较大，大部分商铺都持有不同意

见，所以有关部门决定废弃这些招牌，重新考虑，换成

其他款式的门头。据这条街上的商家反映，在今年 6

图1 老旧住区拆迁 图2 西安市小南门四府街的一部分黑底白字招牌的店铺

52



曾巧等：城市老旧工业住宅街区的设计整改及艺术文创活化探索第2卷 第4期

月初的时候，这条街道刚刚被统一换成了红底白字的

招牌，还没到三天，又突然换成了黑底白字的招牌。这

种成本的浪费和负面形象的新闻，使老旧工业住区街

区群落的“替”不如“不替”,“整改”不如不“整改”。

综上可知，“拆”、“弃”和“替”都不是解决老旧工业

住区街区群落的居住空间与文化接续问题的好方法，

亟需探寻更具有机性、适应性的改造与重构模式。

二、重庆特殊钢集团旧址石井坡街区概况和发

展脉络

重庆特殊钢特集团老工业住区街区，是重庆特殊

钢集团的职工家属住宅聚集区。从1919年至今，它有

着近百年发展历程，重庆特殊钢集团破产搬迁后，现名

为重庆石井坡街道。石井坡街道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

东北部，东面嘉陵江，西临歌乐山，南邻著名旅游景点

磁器口，北接井口镇，下辖和平山、建设坡、中心湾、团

结坝、光荣坡、远祖桥、石滨路七个社区，面积7.27平方

公里，人口六万多人[3]。辖区内多为职工老旧住房，有

少量宗教建筑、医疗建筑、学校建筑和商业体，是重庆

极具代表性的城市老旧工业住区街区群落，其发展历

程和近三年的设计改建过程，可视为少有的自上而下

推动老工业住区街区群落保护和发展的个案。重庆特

殊钢集团老工业住区石井坡街道的现状和发展的变迁

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自 1934 年重庆特殊钢集团成立开始。

1919 年，被称为“西南工业之母”的重庆电力炼钢厂

（后更名重庆特殊钢厂）诞生于重庆，起初因资金问题

一直未能建成投产。在经 1934年军阀刘湘接手后将

厂址由重庆南岸苏家坝铜元局迁到了如今沙坪坝区的

嘉陵江畔，加大投入、加强管理，扎扎实实地办起了军

工企业。1935年特钢厂的雏形“重庆电力炼钢厂”在

沙坪坝双碑拔地而起，并成为西南地区最早建设起来

的钢铁企业。1937年 1月，蒋介石签署命令由国民政

府军政部兵工署接管重庆电力炼钢厂，成立“军政部兵

工署重庆炼钢厂筹备处”继续建厂生产。1939年7月1

日，工厂正式建成，改名为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第

二十四工厂”，并于当月生产出西南地区的第一批电炉

钢，为中国军队提供军用特殊钢材，解决了中国产钨却

不能生产钨钢的难题。工厂在抗战期间，不惧飞机的

狂轰滥炸，一边扩建，一边坚持生产，最高年产钢曾达

到四千多吨，为抗战期间的重庆军工企业提供了大量

优质特殊钢材。新中国成立后，该厂归属西南军政委

员会，改名一〇二厂，后划归重庆并改名为重庆第二钢

铁厂，1978年再次改名为重庆特殊钢厂，是国家保密

军工企业，对外代号2307信箱。重庆特殊钢厂是新中

国的先锋企业，它率先打破国外封锁，生产出了国防需

要的特殊钢材，为中国第一颗卫星、运载火箭、军舰、战

斗机、核聚变等国防科研装备生产出了优质钢材，多项

成果荣获国家发明奖。1997年，因企业改制，该厂并

入重庆钢铁，2005年底，重庆钢铁宣布下属的特钢集

团破产，并“环保搬迁”至重庆市长寿区，至此，特钢厂

画上了历史的句号。重庆特殊钢铁集团最辉煌时曾名

列中国工业500强第120位，其老工业住区围绕重庆双

碑尤其是石井坡街道开建拓展，在1935年至2005年的

七十年发展中成为庞大型工业住区，在当时特殊的计

划经济体制下，重庆特钢给予了了职工很好的生活和

社会保障，重庆石井坡街道居住地的人都自豪的称自

己为“特钢人”。

（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 2005年重庆特殊钢集团公司破产开

始至 2016年，作为“全国最大的整体性破产案”，曾被

重庆特钢包揽了生活方方面面，享有各种福利和社会

保障的四万多下岗职工、退休工人和家属一夜之间失

去依靠，连带这个特大国企承担的所有街区建设、清

洁、管理等社会职能、社会事务全面移交政府石井坡街

道，18条道路、9.6万余平方米保洁面积、35万余平方

米绿化面积、1.5万平方米边坡堡坎、500余盏路灯、2.1

万米排污管道……这些都是随重庆特钢一起移交给石

井坡街道的庞大“遗产”之一。

这一时期这个庞大的特钢厂工业老住区在破产后

迅速颓败的社区环境，成为各种矛盾与阵痛交织的破

落街区和“烂摊子”。社区无规范物管小区，辖区无完

好市容市貌，居民无自我服务意识，曾经井井有条的单

位型社会秩序也随之被打破，空气中弥漫的怨气和怒

气，使石井坡街道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落差带来的阵痛，探索住

区硬软环境从失衡到平衡的社区型社会之路[4]。

卫生环境的脏乱差是老住区居民最不满的痛点，

环境的脏乱差隐含的是破产的特钢住区职工失衡的失

落感。例如，特钢老住区重庆石井坡街道中的团结坝

社区，住区内基础设施老旧，加上重庆特有的山地环

境，使得整个社区卫生死角太多，每户每月三元的清洁

费使清洁工无法也无力解决清洁卫生问题。在这样的

困境下，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杨春敏亲自带头爬边坡、陡坎，去死角清理垃圾，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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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蛇皮口袋和一双手套用双手捡出清洁无死角的社

区环境，住区居民也由观望犹豫变为自发性加入社区清

洁工作，社区死角的垃圾很快被完全清除。

配合老工业住区职工中党员多，自治能力强的特

征，重庆石井坡街道的团结坝社区推行了网格制自治

和楼栋管委会制度。将这个住区辖区的十一个消防

栓、一百零三盏路灯、八座公厕、四十七个化粪池、三十

三个燃气总阀……逐一划分给居民小组的网格责任人

和小组长，使工业老住区的单位大院文化在清洁维护

设计中由自上而下的带动转变成了自发驱动的优势。

居住环境的洁净和久违的老街坊互助的温暖，不仅使

社区的凝聚力回归，而且重启了工厂大院式住区居民

的荣誉感和自主积极性。

为了使住区清洁，长治久安，石井坡街道政府大胆

地向上级沙坪坝区政府要权。重庆特钢破产之初，清

算组曾将生活片区市政管理移交给了沙坪坝区市政园

林局，并明确让从重庆特钢剥离出来的两家公司负责

市政、环卫、绿化等事务，本意为扶持这两家公司，但效

果不佳。为此，石井坡街政府从现场清洁设计需求出

发，与原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按照严谨的服务外包

合同注明了细节条款，使公共服务的需求和企业的责

权找到了平衡点。随着特钢老住区脏乱的街面变干

净，破损的路灯恢复明亮，背街小巷的危树被及时清

理，市政管理车也在此常驻，从而迅速扭转了整个住区

消极的“弃”的局面。

老旧工业住区的一大特征还有住区的熟悉感和人

情味，在 2008 年和 2009 年还发生了住区内危旧房拆

迁，外来人口极速增多，住区老街坊之间的人际关系趋

于淡漠等危机，于是住区政府设计了一个极富人情味

的“巷内无生人”计划，即消除住区居民互不相识的冷

漠感。把社区里的外来人口统一称为“新邻居”，建立

“新邻居民情档案”，在小区里张贴、更新新邻居的门

牌，让居民及时地认识新邻居，并且开展新老邻居“自

我介绍”等面对面交流的活动，迅速拉近居民之间的距

离，消除陌生感，使流动人口尽快融入社区生活，增强

归属感，形成“邻里无间”的和谐氛围。这一时期的外

环境设计和内制度设计为下一阶段石井坡街区的升华

奠定了基础。

（三）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为2017年以后，对石井坡街道的居住环

境利用文传和彩绘进行全面改建升级的三年。对于大

型工业老旧住区，仅仅是住区干净、设施无故障、犯罪

率低是不够的，老旧住区仍亟待更新和引入新鲜血

液。用设计整改的手法提升老旧社区的品质不是千篇

一律的复制、粘贴，而是要结合地区人文历史，因地制

宜[5]。就这一时期的石井坡街道来说，政府部门为了

全体提升住区品质，成立了住区街道城市品质提升顾

问团，邀请了重庆工商大学环境艺术系教授、四川美术

学院教师、自媒体红人、创业导师、特色创业青年等到

辖区实地考察，围绕“城市品质提升多元主体参与下的

街道微更新”展开了讨论，并形成了打造方案。这一时

期的设计整改亮点如下。

1. 实施市政设施改造

由政府主导对老旧工业住区进行系统化设计整

改，如院坝的平整、阶梯的修缮、破坏空中视野且引起

安全隐患的管网入地，见图3。

2. 设立休闲功用设施

规划出社区的休闲设施和儿童娱乐设施、助老设

施、便民设施等整体系统设计要点，全面提升了城市老

旧工业住区的生活品质，使社区具有社区公园的品质，

见图4。

3. 打造系列文创彩绘

老街区要焕发生机，除了使居民对环境感到便捷，

最重要的是要打造文脉和文化氛围，并外化为艺术的

表现手法。墙绘和涂鸦成为改造老工业住区的有效手

段。例如，在原有住区重要节点的老建筑上，采用彩绘

涂鸦的方式进行遮盖及增色，见图 5。彩绘的内容并

非千墙一面，而是结合各个聚集区居民自发形成的特

征进行创意，见图 6，形成以点带面的特色系列，如安

全文化墙系列彩绘、二十四星座系列彩绘、新二十四孝

标准系列彩绘，并开辟“文明画廊”、“漫画墙”、“时光记

忆”小院、桃花巷、“二十四节气文化墙”、“喜文化墙”、

图3 结合彩绘和系统化设计整改的新街区活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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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文化墙”等文化阵地十余处。这样，整个石井坡

街道成为居民、游客的网红打卡点，在重庆自助游上被

命名为打卡胜地——“彩色房子”，见图7。

4. 打造美丽系列景观

重庆石井坡街道住区内的老旧小区房屋大多没有

阳台，因此把设计整改的“最美系列”由最初设计的“最

美阳台”打造延伸到“最美院坝、最美小巷、最美店铺”，

并设计整改美化街巷、店铺三十余处。接着，四个大社

区继续结合自身文化特色把最美系列向纵深推进设计

打造：重庆石井坡街道下辖的和平山社区打造了有童

话彩绘和物件元素的“童话里”；建设坡社区的厂区路

打造了浪漫的“时光里”，使其成为电影拍摄外景地；光

荣坡社区引入了特钢元素，打造了“时光记忆小院”；中

心湾社区打造了桃花巷、幸福巷等。每个住区环境都

将将美丽景观的打造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相结合，

如展现不同年代结婚习俗变迁的涂鸦小院、废物变美

装饰点、趣味墙、草帽墙、蘑菇亭、路标牌、十二生肖蒲

扇墙……团结坝社区继续完善的新二十四孝涂鸦彩

绘，还获得了《人民日报》社会版 13版、《人民日报》海

外版03版和《中国社会报》03版的报道。

随着石井坡街道的变化，居民也自发地修缮花园，

将原本藏于屋内的鲜花摆放到楼道显眼处。这次顶层

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实干行动，使居民更好

地信任和接受“修缮住区”是比“破坏住区、拆迁住区”

更好的做法，从而使住区内的下岗职工、退休职工、家属

等重新接纳住区，愿意回归共建，做好设计整改样板[6]。

5. 打造新旧区域呼应

随着重钢老住区的复兴，紧邻重钢老住区的重庆

著名景区磁器口的江畔区位也吸引了很多大型投资机

构的入驻。目前，此住区内有六个新建的住宅小区，如

信达滨江蓝庭、融创滨江、首创、中昂等楼盘，均价大约

在 15000元∕m2,这样并不便宜的价格却吸引了大量曾

在石井坡成长，且对此地有很深情感、记忆的年轻人回

归置业，由此也加强了他们和居住在附近社区的父母的

互动。借由年轻人的回归，为老工业住区带来了生机。

6. 打造合围小区

四通八达的漏风式社区不利于小区式物业服务，

因此，从2018年起，石井坡社区对老住区进行分组、合

围，增加围墙，形成几个楼群之间的同一大门进、同一

大门出的住宅小区设计模式，增设值守点方便社区工

作人员值守，并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的电子监控设施，使

社区内的犯罪率下降。合围式街区形成后，老旧工业

住宅街区也可以享受当代物管小区的便捷和安全，在

2020年，这样的形式更是帮助了健康检查和疫情防护

便捷有效的开展，从而增强了社区居民的互动行为和

图4 社区的休闲设施和儿童娱乐设施

图5 采用彩绘涂鸦艺术方式设计

整改的老住区墙面

图6 结合住区居民热爱养花特点

彩绘设计整改的墙面

图7 结合住区爱花特点彩绘设计

整改的堡坎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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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归属感。

三、重庆石井坡街区设计改造理念及价值塑造

（一）以特钢城市文化记忆和现代手法融合为基调

的设计

就石井坡街道来说，要结合特钢历史、其现在的定

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打造属于石井坡地区的特色文

化街区，老年人可以在此回忆过去、重拾历史，年轻人

可以感受历史、追寻过去，浸润文化。因此，石井坡街

道的建设坡社区沿线以“怀旧”为主旨打造了“厂区路·

时光里”最美街区；光荣坡社区特钢花园沿线以“趣玩”

为主旨打造了“10＃趣玩街区”；和平山社区沿线以“童

话”为主旨打造了“和平山·童话里”最美街区。通过结

合老旧厂区、青石旧墙的特点来打造景观节点，美化市

容市貌、完善基础设施，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文明街区[7]。结合爱花特点打造的最美小院见图8，

在达到城市美、环境好、秩序优的效果的同时，使辖区

内居民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自豪感都逐渐提升，使他们

自发地参与到城市品质提升的活动中来，维护好社区

良好人居环境，见图9。

（二）以居民舒适便捷生活为基调的设计

住区的一大特征即居住功能，再美的居住环境首

先也需要满足便利的生活需求，以晾衣需求为例，石井

坡街道为了街区的审美统一，并没有粗暴地禁止晾衣

的传统需求，而是采用统一的晾衣杆样式，规范晾衣地

点，从而使衣服晾晒也成为了石井坡街区的活态景观。

除了晾衣之外，这一片工业住区细致地为旧房彩

绘新颜，将密布散乱的天线中的管网入地，修缮楼梯扶

手，为院坝修缮堡坎，重置石桌石凳为街区整体打造街

区会客厅，系统化地设计市政设施，设置助老助幼设

施，甚至增加理发、按摩等社区服务项目。这些举措对

这个退休职工和老龄人口庞大的社区意义重大，改造

前与改造后的住区居民楼对比见图10、图11。

研究发现，老年人对单位能提供的生活服务具有

“路径依赖”，并且对过往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有依赖性[8]。

保护老工人群体，考虑他们的需求，使其老有所依的老

住区，具有缓解老龄化、维护社会和谐的价值。

（三）以动漫化文创为基调的景观设计

在重庆石井坡街道老工业住区，最有特色的是对

年轻态艺术手法——彩绘涂鸦+特钢文化主题化设计

的引入。用绿植、艺术、彩绘、老物件四种有机组合，因

地制宜地设计、打造了“最美街巷”、“最美院坝”、“最美

阳台”、“最美商铺”、“最美花工”为主题的“五美”系列

环境美化成果，以此完成了老旧小区的城市品质提升

之路。在主题化的选择上，石井坡街道依托了特钢历

史的特钢文化、炼钢精神，见图12，不仅复现居住在此图8 最美小院

图9 美化环境的同时关心居民的生活品质 图10 住区居民楼院旧貌 图11 住区居民楼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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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厂民的记忆，也彰显了重庆这座老工业城市珍贵的

生产遗迹，因此，文创设计+知识普及+教育阵地+商业

文创的设计整改，使其有望打造出不同于重庆鹅岭二

厂和重庆天地的文创商业体创意街区。辖区内的木板

房、老街巷、苏式楼也在雅致的修旧如旧与年轻的动漫

彩绘的融合中使老工业住区的景观设计鲜活生动起来。

（四）积极发动居民维护设计成果的内驱力

老工业住区的好设计还需要良好的持续维护，住

区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混杂环境，外部环境的改建

给了居民信心，还需设立规则和制度引导和奖励居民

的行为[9]，见图 13。石井坡街道利用了原特钢厂职工

中共党员多，工作组织纪律强，有组织能力和能解决问

题的能人多的特点，将社区自治和工业单位大院职工

文化组合起来，从而呈现出了令人惊喜的效果。例如，

石井坡街道下属的中心湾社区率先推出了社区服务制

度，即参加社区服务时长可以积累社区积分，积分可抵

扣社区课程学费或换取社区礼品。同时，也推出了“我

为大家守一天，大家为我护两年”，老旧社区“没有物

管，却胜似物管”的新物管形式。这使得老工业住区内

的每一个人都从打心底关心自己的居住环境，促使居

民主动参与住区的改造设计，如积极解决门窗破损、屋

顶漏水、清洁保养等日常问题，使楼道通畅、环境干净，

居民之间因琐事发生争执的可能性降低，实现了老工

业住区向现代社区共建共享的良性模式。

四、结语

作为历史遗留的产物，城市老旧工业住宅街区的

矛盾是城市管理者的痛点。通过有效的设计策划和设

计整改方法，对在老旧工业住宅街区的人、物和景观及

其互动关系的有效设计，却产生了比新建社区更有共

享意味和价值[10]。当然，目前重庆石井坡老工业住宅

街区也面临着辖区内老旧房无法预留商业空间，老人

居民多，无法自行经营有特色的商业体等困境，通过对

石井坡街道领导、社区整改的顶层设计团队的采访后

可了解到，政府有意通过协调街道用房、物业还房、居

民用房出租来引进商业体，引入高校和社会自组织，吸

引青年创业者低租金入驻开设文创微企，并在后期依

托沙坪坝区区级项目特钢文创工业园的筹建，进一步

对特钢老工业住区的前期整改成果进行系统地设计，

推动老街区在居住、景观、文化、适度商业文旅开发等

方面的活化，探索出城市老旧工业住宅街区设计整改

的有效样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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