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今天的城市更新项目中，政府为改
造花了钱，却得不到积极反馈；反复的财政
投入，让老旧社区逐渐对政府支持产生依
赖；外请的传统专业者无法扎根社区……
这些现象都是让有关部门头痛的。
而对于居民来说，改造始终感觉“与

我无关”；许多深刻痛点难题累积多年
无法解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遗留了非
常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像邻里疏离、社
区公共空间缺失、市民幸福感、获得感不
高等等，社区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持续追
求与发展不均的矛盾上升为凸显的主要
矛盾。

作为“大鱼”社区营造组织发起人之
一的金静，是日本首都大学社区营造专业
博士。在她看来，在一定的街区范围内，由
市民自发地或在某种引导下共同为大家

的利益做出一些创造性的事情，这种模式
无疑是最好的。

发现社区的魅力资源，通过城市更
新!社区营造，获得新的空间载体与集体
认同，从而激发以居民为主体的社区发
展。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
居民主体性的成长十分重要。其中有大量
的挑战来自于其意识的转变与能力的培
育，这又要从充分参与、重构邻里互信开
始。对于形成居民正向参与、自组织、自成
长的目标，需要长时间的培育、对于已有
实验的验证与调整，并非单年的计划能够
实现，但这是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一条
“似慢实快”的路径。

共创一个基于善意与共享精神的社
群网络，在这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
更好的自己。

改造靠大家 幸福你我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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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小、散、乱”敬老邨，改造更新后，更符
合现代老人建筑的使用功能；建立邻里微信群，让
业主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城市微更新中，硬件的
更新并非唯一目标，更核心的工作对象是社区中的
人。社区对你有吸引力吗？你相信社区会因为你而
变得更好吗？我们能如何与家和城市产生链接？

! ! ! !邻居，在我们的印象中，曾经
是亲人般的存在：买了搬不动的大
电器，要叫楼上或者楼下的男人搭
把手；大人加班小孩没饭吃，邻居
会招呼来自己家蹭饭；红白喜事也
是能帮就帮……

位于新华路上的敬老邨 "号
楼建于 #$%&年，曾是国营新裕纺
织厂的职工宿舍。曾经每一个孩子
进进出出见到长辈“爷爷奶奶”不
离口；见老人手提东西会主动接过
送至家门。然而，受限于小区体量
较小，无法纳入“精品小区”建设，
社区内公共空间分散，缺少整块的
锻炼和休闲空间，加上使用权房小
区的物业力量较为薄弱，小区曾一
度面临拆迁，当时居民非常不舍，
并最终保留了下来。

敬老邨作为老旧小区存在
“小、散、乱”的困境，房子被一分为
二，各家厨房卫生间集中在北侧，
而客厅卧室在南侧，这种过时的生
活方式还保留到了现在。原本这个
小区有 '(年一次的大修，但 )(((

年以后，因为资金有限，十八年以
来都没有再做整修。糟糕的卫生环
境如何改善？老年人生活问题怎样
解决？如何给这里增加时代感？这
也成为了新华路街道和城事设计
节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这个项目是去年我们参与人

数最多的项目，包含 *+个门牌号
和 )(户居民。设计团队对居民做
了大量走访，重新测绘现场环境，

锁定了两大公共问题：阴暗狭长的
天井和荒废闲置的露台。”城事设
计节发起人尤扬说，“一个好的设
计，不但能改善空间，还能治愈人
心。现在的一楼是活力黄、二楼是
沉静蓝、三楼是平和绿，给人一种
‘如沐春风’的感觉。改造并不是个
人秀，我们作为这栋楼的外来人，
更要将心比心。”
通过此次环境改造更新，基本

改变了走道脏乱差的现象 !见下

图"，并且通过微更新，在楼道内设
置了折叠座椅和扶手，方便老年人
出行。同时在屋顶设置了公共会客
空间及晾晒架，种植绿植 !见上

图"。丰富了居民的生活空间，提升
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敬老邨社区环境改造更新首
先开始于新华社区基金会资金。新
华街道于 )('"年 )月在全区率先
试点成立上海市长宁区新华社区
基金会；随后，适老化改造资金、街
道自治项目资金等叠加投入，专业
社会组织团队成员也全程参与。

新华路街区里住着不少年轻
设计师，在梅安居委会的牵线搭
桥和指导下，)('&城事设计节“美
好新华”在新华路街道启动，引入
社会资金与专业设计视角为老旧
社区注入新的审美理念和设计思
路，著名设计师张海翱为敬老邨 "

号楼改造项目提供整体设计方案；
社区居民全程参与，敬老邨的改造
充分发挥了小区内能人的作用，改
变传统的“自上而下定了办”的方
式，采取“自下而上商量办”，大到
小区的公共空间的布局，小到空调
架的样式、遮雨篷的款式、颜色以
及八角亭的命名等，都充分听取居
民意见。
据尤扬介绍，敬老邨 "号有一

个聚集了全球各地老邻居群，当把
刚完工的改造照片被发到群里，大
家儿时的、青年时的、中年时的回
忆又涌现出来了。还有人表示，一
定要找机会回去看看，大家聚聚，
我们永远是邻居。

! ! ! ! )('&年，城事设计节的发起人尤扬
与生活、创业在新华路上的建筑师何嘉、
武欣，社区建设的专业者金静和空间的创
新运营者罗赛一起，成立了社会组织“大
鱼营造”。他们都热爱着新华路街区。尤其
是武欣，孩子的出生让她开始重新观察、
研究和思考身边生活的环境。借由参加
)('"年新华路城市设计挑战赛的机遇，
武欣发起了一次邀请街坊共同参与的参
与式规划，而以此成立的“新华路区域街
坊群”保留了下来并不断成长为新华路青
年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社群资源。

改造从宣传栏、垃圾厢房、小区门房
到绿地、楼道，在何嘉看来，尽管微更新改
造都是很小的项目，但社区有很多居民需
求和复杂的利益相关方，如果缺少一个好
的计划和专业者真正落地的参与，往往会
有很多施工会落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琐碎，经常会出现尽了力却效果不好，居
民又没有参与感、获得感的情况。
因此在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不仅要

推动硬件的改造，更要关注居民作为主体
的参与，也就是社区建设，这与社会创新
治理的目标高度契合。从 )('&年 *月开
始，城事设计节联合大鱼营造对新华路开
始一系列自发的调研、走访，并在街道的
改造计划框架下梳理出新华路街区几条
主要街道上的潜在空间和改造需求。

随后，城事设计节、大鱼和新华路街
道共同确定了一系列各具主题与代表性
的改造点位，包括一条弄堂街道（番禺路
)))弄）、一个街边空地（香花桥小区活动
室外空间）、一个适老改造（敬老邨 "号

楼）、一个美好样板社区（新华路 ++$弄弄
口传达室、样板楼道、垃圾厢房、小区绿
地）和一个社区公园（安顺路绿地）等项
目。然后通过城事设计节带来的社会资金
与政府改造资金叠加，邀请了共计 ))位
优秀的一线青年设计师投入到“美好新
华”城事设计节的改造项目中。

并且，不仅仅是推动了改造，大鱼利
用社区更新这个议题，尝试将新华路街区
中的居民重新链接起来。比如，在新华路
++$弄，由于改造深入了社区内部，属于
业主的集体空间，大鱼通过逐户扫楼为全
体业主建立“++$弄邻里群”，方便改造信
息的及时分享和及时讨论。小区内的四个
微更新点位、番禺路 )))弄、安顺路绿地
开展了面向社区居民参与的“参与式设计
开放日”与“参与式设计工作坊”。

设计中居民的参与让设计显得更美
好、更有温度，但在何嘉看来，改造并不是
唯一的目标，在改造的各个过程和改造之
后的投入使用，都让居民作为主人参与其
中，不断积累更多的获得感和认同感，形
成自治共治，应当是社区更新参与各方的
共同目标。因此，在改造完成之后，大鱼还
在继续发起一系列包括“美好社区节”、共
创街区刊物《新华录》等由街区居民参与
的社区建设。

既改善空间 也治愈人心更

参与有热情 设计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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