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新闻
8、98、9

本报记者 周建国 段罗君 通讯员 汪菁

2021.4.30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珏/版面设计：管继承/责任检校：林卫平2021.4.30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珏/版面设计：管继承/责任检校：林卫平

4 月 15 日 ，

郭子渊掏出那本

画满“思维导图”

工作笔记。这一

天，杭州开了个

“数字生活，未来

社区”主题的论

坛活动。

自 2019 年

浙江启动未来社

区建设以来，杭

州 共 有 11 个 项

目纳入省级未来

社区试点。未来

社区什么样？我

想，对于无数个

像上羊市街这样

的老社区，受硬

件所限，再改造

可能也达不到未

来社区的标准。

不过，这一点也

不影响它在改造

中对细节、对品

质 的 追 求 和 执

着，更不影响居

民在日常生活中

因为这种追求而

感受到的贴心、

便利和温暖。新

工居民小陈想要

的那座“繁华岛

屿”，不也正是这

样一棵树、一块

砖垒出来的吗？

蹲点
札记
蹲点
札记1 搞个小公园很难吗搞个小公园很难吗

蹲点
札记2 停车“鱼”和“熊掌”绿

蹲点
札记3 给屋顶补漏

顶楼居民为啥都反对

蹲点
札记4 盼来了

乘梯上云雀

蹲点
后记

老小区“微更新”，为了谁？当然

是为了居民，这是我们的初心，不能

丢。所以，改造不能“自说自话”，不能

完全按照设计图纸一刀切，再好的设

计师也感受不到居民遇到的实际问

题，换句话说，居民才是最好的设计

师。

——紫阳街道党工委书记 黄涌泉

TA说

拿出搞针线活的心劲来改造停车

位，只有一个想法：破解停车难是为了

让社区更宜居。但绿化也是宜居的重

要部分，碰到矛盾怎么办，只能一边改

造一边寻找平衡点，不能按下葫芦起

来瓢。

——上羊市街社区党委书记 郭子渊

TA说
明明是好事，居民却不同意，为什么？我们

的改造要让居民参与其中，他们的需求和担心，

只有他们最清楚，我们力推的是这样的改造。

——上羊市街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 任庆伟

TA说

“微更新”改造会涉及各种各样的矛盾和

利益，有些可以靠平衡靠谋划，有些，就是靠

党员干部带头“牺牲”。做老百姓的工作，我

们得先打个样出来，关键时刻我不站出来，谁

站出来？！

——社区老党员高志福

TA说

停车位与绿化，如何兼得▕ 杂草地改成小公园，难吗▕ 屋顶补漏，居民为何反对

杭州两个老小区的微更新实验解码：
理想的社区什么样？
新工社区说：它应该是座岛屿⋯⋯

明媚春光里，金狮苑小区生机摇曳，各种改造工程进入最后收尾阶段。“预计6月可以完工”，社区工作人员说。

一个多月来，穿行在杭州上城区紫阳街道新工和上羊市街两个社区，经常让我们想起《梦想改造家》这档电视节目。

那种改造成功带来的惊喜和满足，已经写在新工居民的脸上；那种一步步靠近梦想的感觉，正荡漾在上羊市街社区

居民的心上。

2020年9月，作为住建部首批改造试点，杭州上城区紫阳街道新工社区完成“微更新”改造。这个听上去不那么宏

大的动作，让这个30多年前建成的小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年10月，新工社区主任郭子渊调任上羊市街社区党委书记，“微更新”改造随后在这个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所在

的社区启动，至今还在热热闹闹进行着。

一部电梯，一个车位，那些细枝末节的“微更新”，能否让居民一点点靠近他们对未来家园的梦想？

一块砖，一棵树，那些社区犄角旮旯的细微变化，能否让社区工作人员赢得寸寸民心？

如果可以，这样的模式能否复刻，在更多社区推广。

这一切，只有走进他们，才能找到答案。

“有居民担心开车门时会被绿化带的灌

木刮擦，今天刚决定，要把这部分绿化带再

往里挪一挪，喏，就这里。”从杭州金钗袋巷

的西北门走进金狮苑小区，还没拐到正在建

设的小公园，就听见个中气十足的声音。

一问，原来是7幢、8幢的居民代表之一

陈彩英，按照每天惯例，正在现场“监工”，比

照最新的居民集中意见，对施工提出动态优

化建议。

几个工人忙着铺设地面——看样子，小

公园五一前就可以建好了。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还是个被荒

草包围的凉亭。居民吐槽说，热天时蚊虫乱

舞，还时不时有流浪汉在亭中栖息。

把乱糟糟的杂草空地改成个精致小公

园，这，居民总该欢喜吧？所以，一个多月前，

当上羊市街社区书记郭子渊第一次说起，为

建这个小公园的各种波折，我们着实不解。

这次再来，公园基本建成了。我们又找

到郭子渊，明知故问：“这么个小公园，搞了

这么长时间，真有那么难吗？”

他没有回答，翻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密

密麻麻写满字：住在某单元某户的某位居

民，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意见1234，与之相

对的调整方案 1234，每个方案的沟通效果

如何如何，逐条逐列、清晰准确，就像张“思

维导图”。

怎么会想到这张“思维导图”？

郭子渊说，被逼出来的。定下来要为这

里的 27 幢楼的居民们建个小公园，第一次

沟通会是在去年11月。那是一次成功的沟

通会，因为居民们拥有精致活动空间的愿望

一致而迫切，但那也是一次深沉的会议，因

为临近改造区域的居民，人人都有自己的考

量和担忧——有人担心改建公园会减少停

车位，有人担心公园一旦建好会被广场舞入

侵，带来无尽的高分贝金曲循环。林林总

总，有些是规划之初完全没考虑到的问题，

改造推进工作也因此几度中断。

有问题就想办法解决。当然，光靠“思

维导图”不行，还得靠社区工作人员“麻溜

腿，婆婆嘴”上门做工作，实打实去解决问

题：把可能遮挡光照的树木挪位置、尽可能

协调空地保住车位、修改公园布局杜绝高分

贝跳跃式集体活动的可能性等等。经历前

后大大小小十多次沟通会、4 次整体方案修

改，终于，居民们都点了头。

说完这些，盖上本子，郭子渊说：“你们

刚才的提问不对。我们不考虑难不难的问

题，我们就是想办法做，尽量让居民满意。

他们不满意，我们做得再辛苦，也没意义。”

刚到小区，我们就听说了一件事：这段

时间，金狮苑小区正在进行停车位改造，施

工到某幢三单元门口时，“卡”住了。现场，

居民连连摇头态度坚决，“这不行的，绿化本

来就不多，这一缩减就更少了，而且尾气噪

音又增加了。”

僵持了四五天，几次协调会下来，社区

拿出了一个绿化补偿的方案：除了最大程度

保留绿化，另外在单元门口新增一些绿植，

尽可能减少尾气和噪声的影响。

第6天，施工人员忙碌的身影又出现在

了三单元门口。

我们之所以会关注上羊市街社区的停

车位改造，是听说了社区独特的改造法：网

格化改造——以一个单元楼为一个网格单

位，一单元一方案，并在推进过程中不断调

整和优化，尽最大努力留存绿化。这种个性

化的停车位改造，需要非常大的耐心，沟通

成本也很高，但显而易见，和一刀切相比，可

以最大限度让居民满意。

停车难，是老小区邻里纠纷的一大源

头。上羊市街社区 4 个小区共有停车位

295 个，改造后可以增加 67 个。但拓展车

位势必涉及部分绿化的调整，有的人钟爱花

花草草，有的人停车是燃眉之急，鱼与熊掌，

怎么破？

一单元一方案，个性化推进。上羊市

街社区的停车位改造方式在杭州是不是首

创，我们不知道，但这段时间大家看到的

是，一幢楼一幢楼设计，一小块一小块推

进，社区的停车位改造工作正稳步推进。

清明小长假过后，我们又蹲到了上羊市街社区。

走进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任庆伟的办公室，她刚

要出门：“袁井巷的屋顶补漏开始施工了，走，一起去现

场看看。”

袁井巷，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房子。任庆伟喘着

气敲开顶楼一户人家的门，主人老吴系着围裙。门一

开，肉香扑鼻——果然，灶上咕噜着一锅红烧肉。

有人咽了下口水，眼尖的老吴看见了，马上打趣

说：“你别抬头啊，抬头就没胃口了！”

我们不信邪。哎呀，屋顶漏水导致的黑霉点密密

麻麻，甚至结块连片，密集恐惧症顿时发作。

“这还算好的，你来这里看看！厕所更严重，管子

都漏得烂掉了！”老吴说。

按理说，饱受漏水之苦，这次“微更新”要对袁井巷

3-8幢顶楼进行补漏，大家应该欢迎。可奇怪的是，顶

楼居民竟一致反对。

原来，居民们已经被补得没脾气、没信心了，“补过

好几次了，还是漏！最后，漏水问题没解决，还因为补

漏材料的问题、施工留下的问题搞出更多的麻烦，我这

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啊！”老吴抱怨。

如何让居民重拾信心？社区的做法是：让居民来

参与选材和挑选工艺。这天，屋顶的黑色牛毛毡已经

铺好，任庆伟上门就是让老吴挑刺来的。

“好看又实用。”老吴用手摸了摸，“但这顶棚不够

宽，雨水还是会扫进来。”任庆伟马上用手机拍好，又

掏出本子记下。

从袁井巷回来，在社区综合工作室门口，我们遇到

了云雀苑的居民杨水发，他们如对暗号一般交流了几

句：“那个事定了吗？”“定了，定了。”

江城路上的云雀苑，曾是杭州架空层小区的样

板。楼下就是一家大型超市，生活便利。但因为这

个架空层的存在，云雀苑的一楼相当于普通楼房的

3楼，它的7楼其实相当于10楼，没有电梯。

我们跟着 65 岁的杨水发爬了 3 层楼，站到“一

楼”门前的空地上，他指着不远处的望江高架：“你

看，差不多高度。”

杨水发是居民组长，在小区里颇有威望。他说，

现在楼里住的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大家年纪都大

了，腿脚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一遇雨雪冰冻天气，这

架空层的坡道走起来，已经不是累的问题，是命的问

题。

正聊着，74岁的章阿姨拎着一大袋菜和一块旧

纱窗，顺着坡道走上来，见到老杨马上喘着气问：“什

么时候才能装电梯啊？真的爬不动了。”“要装了，要

装了，今年就能坐上电梯了！”“装哪里？”老杨指了指

脚下，“就是你现在站着的这块平台。”“那，我们要不

要出钱的啊？”“不用，因为这里是公共部位的加装电

梯，这次社区‘微更新’也一并帮我们解决了。”听到

这话，章阿姨来了句，“嘎好滴啊，社区做得真当贴

心！”

章阿姨一句夸赞，引出了老杨的好一通感慨。

他说，为了加装电梯，社区工作人员真的是跑断腿，

一次次上门沟通，“踏破铁鞋”才换来大多数居民的

舒心与便利。在袁井巷 7 幢加装电梯过程中，一位

平时不住在本小区的居民不同意签协议书。历时三

个月的沟通，一次次电话微信被拒后，当任庆伟正准

备登门拜访时，这位居民终于出现了，“小任啊，我那

段时间比较忙所以没接你电话，不好意思啊。”

●一个超前的老小区“区划调整”

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新工社区，有着老旧小区的诸多通病：设施旧、

环境差、配套弱。作为住建部第一批改造试点案例，2019年10月，这里正

式开始启动老旧小区“微更新”改造。怎么改，刷刷墙？补补路？立个簇

簇新的垃圾房？似乎不够，大量实质性问题无法解决。

在方向未明之际，有人提到“初心”：我们干这活到底是为了谁啊？

一语醍醐。改造，不能“自说自话”，要充分集纳居民的诉求，放眼长远。

历经 2 个月的摸底调查，一轮轮的意见恳谈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清晰：破除

邻壑、调整“区划”、整合空间、让温情流动。

新工社区由新工新村、柴校坊、南瓦坊、太平巷、二凉亭等多个独立老小区组成，多个小区一墙之

隔，邻而不通，而且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为此，社区开始在螺蛳壳里闪转腾挪，打破原各小区之间的

隔离，拆除违章、破除围墙、解除封闭、交换空间，再新建一条主干道，将原来的各个小区串联交融成一

个整体，并且在重新统筹规划过的空间里，设立了文创、居住、便民、休闲、会客五大功能区。这是一种

非常奇妙的质变，居民一下子感觉到活动空间的充沛。

●一条胆子很肥的“大道”

在杭州的纵横阡陌中，敢把自己称为“大道”的小区道路实属少见，“新工大道”算是一条。

与大部分老旧小区一样，新工社区也一直饱受机动车、电瓶车、行人无序混流的困扰，尤其是早高

峰，赶着上班、送娃，你争我抢，你退我进，挤成一团。

小区的“区划调整”给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整合后融为一体的

小区，具备了实施人车分流以及引导机动车定向流动的可能，于是一条号称

“新工大道”的主干道横空出世，串起绕社区一周的单行道路，可以迅速把

从支小路中涌出的车流有序带走，俨然成了个“治堵环”，而且它还有效缓

解了小区里的停车难。

新工社区目前登记的居民用车有四五百辆，但之前停车位仅 126 个。

新工大道投入使用后，一下子增加了四五十个路边泊位，再加上“微更新”改

造中新建的智能立体停车库和秋江雅苑共享车位等，整个社区可以增加将近

400个停车位，停车难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沈黎说，停车问

题、交通问题是改造首要解决的问题，居民如果连回家停车都焦头烂额，哪里来的获得感呢？

当我们看着这条机、非、泊位相加8米左右的道路，疑惑于它为何如此胆肥身负“大道”盛名时，社

区居民开车一头扎进路边车位后跳车甩门而去的那份轻快和潇洒，说出了答案：大道的大，不一定在

于数字，而在于它给居民带来了怎样的舒畅——大，也可以是在心里的宽度。

●一座繁华的岛屿

理想中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新工社区居民小陈给了一个诗意的回答：每一个社区，都应该是一

座繁华的岛屿，功能相对齐备，它不仅仅是个居所，还应该是个“生活”的地方。

70 岁的居民老陈踱步到新工社区的一幢四层小楼前，驻足看了许久，嘀咕了一句：应该快了吧。

这幢闲置多年的厂房，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医养康护一体化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温暖淡黄色墙

面，楼梯环绕着绿色的仿真藤条。

沈黎说，现在正等相关部门验收，相信快了。

步行至新工大道旁的一站式“社区会客厅”，头顶传来了篮球打击地面的声音，这是社区在有限空

间里“捣鼓”出的一个露天篮球场，位于“会客厅”顶部。因为工作的原因，张超伟去年9月从滨江搬到

了上城，但一周两次打篮球的习惯没有变。刚搬来时篮球架还没搭好，如今，已

经在这片场地结识了不少兴趣相投的年轻人。

当我们准备离开时，遇到刚买菜回来的老雷。自从社区正大门处的

步行街改造完成后，老雷就改掉了多年去超市买菜的习惯，改去步行街

的菜店买菜，他说那价格公道而且十分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