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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杭州北山街道坚持“以党建为核心、以

人民满意为标准”的服务理念，深入拓展“红色领航

365”党建“金字品牌”。值得一提的是，创新推出“三

心三微”基层治理工作法。

杭州北山街道辖区内多老旧小区。今年以来，友谊

社区选取一批热心居民和专业律师团队组成“余晖评理

轩”调解居民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松木场社区组建了

由社工、律师、派出所民警等专业人士组成的“老鲁工作

团”，以党员志愿者、居民代表组成的“银发监督队”为辅

助力量，将邻里纠纷等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街道推动“全科网格”建设，确保每一名工作人员

都能为居民办理所有的服务事项，积极调动居民、驻

地单位和第三方服务资源，打造网格管理网、信息密

集网和居民自治网。此外，将小区党组织建在网格

上，社区干部、社工、党员、民警下沉到网格中；每月不

定期召开议事协商会，充分听取群众呼声⋯⋯目前，

基层治理“三网共治”新模式初具规模。

本报记者 方力 通讯员 沈佳斌

创新基层服务，细微处见真情

拍出具有独特视角的创意照片，是所有摄影爱好者和模特们的共同追求。

最近，一个关于“爬楼摄影”的话题在一些社交平台和本地论坛里引发讨论。

所谓“爬楼摄影”就是在一些高楼的楼顶取景拍摄照片。某社交平台上，记者看

到不少博主晒出各式“爬楼摄影”照片，其中很多坐标在杭州，创作地基本在杭州一些

著名地标高楼边的写字楼或居民楼楼顶，有模特站在楼顶天台的边沿，有的直接坐在

楼顶护栏上双脚悬在空中。

一眼看去，这些照片着实令人震撼，堪称大片，但底下的评论往往有两种声音——

“哇，好震撼啊！这么帅的拍摄位在哪？求推荐！”

“看起来也太危险了吧，为了拍个照，命都不要了吗？”

这次，记者的探访，关于“爬楼摄影”。

华灯初上的来福士大楼，日落时分的西湖文化广场⋯⋯

关于杭州的“爬楼摄影”作品最近多了起来，但记者调查发现：

【文化】

走
访

对爬楼摄影说不
顶楼天台门都锁了

杭州西湖文化广场边一幢居民楼的天

台，是爬楼摄影者的打卡点之一。5 月 30

日下午，钱报记者对这处打卡点进行探访，

得到回答是“楼顶门早就锁掉了！去年，很

多年轻人到楼顶来拍照，居民们不堪其扰！”

这个打卡点，在楼顶天台大概28层左

右，西湖文化广场以及广场内的环球中心

一览无遗。入口处，记者看到一张告示，表

明天台拍照有危险性并侵犯了居民隐私，

禁止前去打卡取景。

记者见到一位小区保安正在楼顶协助

一位居民收衣服，“楼顶有些晾衣架。因为

拍照的人太多，楼顶门锁住后，只能居民有

需要了，我们上来开门。”保安对记者说，去

年，楼顶拍照根本管不住，“住户多，进进出

出人也多，不太好管。”

保安说，他也不懂摄影，但有时看到年

轻人站在天台边沿拍照的样子，真是心都

提到嗓子眼，“只要我们看到，就立马把他

们劝下来。”

但光靠保安和社区工作人员劝说，效

果甚微。无奈之下，经业委会同意后，今年

起，小区锁住了所有通往楼顶天台的门。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西湖文化广场周

边的几幢高楼，通往楼顶天台的楼梯均被

锁住了。

杭州钱江新城一带的高楼也是“爬楼

摄影”爱好者们常去打卡的地方。“有些拍

摄者会钻空子偷偷上去，有时还会跟保安

发生争执。”钱江新城内一幢近200米高的

高楼物业负责人说，“我们不同意他们随意

上去拍照，毕竟这么高的楼，发生

意 外 ，后 果 不 堪 设

想。”

老天爷视角
很惊艳，也很危险

更爱被称为
城市风光摄影师

大熊和阿亮供职于杭州

某摄影工作室，90 后，“大学

里开始接触爬楼摄影了，有

七八年了。”大熊说，最“疯

狂”是大三、大四时，几乎大

学周边的高楼天台他都上

过，创作了很多独特视角的

作品，曾收获大批粉丝。

玩爬楼摄影的人，被称

为“爬楼族”，但更爱被称为

“城市风光摄影师”，“杭州‘爬

楼族’算少的，近两三年才火

热起来。”阿亮说，杭州一直管

得严，“更多人喜欢去上海、重

庆拍，那里的爬楼摄影文化更

浓厚些。”晨晨是一名女摄影

师，“一开始就在天台上拍

拍人物写真”，慢慢地，随着

技术和胆量的增长，天台就

无法满足大家创作的热情

了，“杭州的钱江新城，上海

的外滩，广州，武汉，这些高

楼林立的地方，就成为了我

们的向往之处。”晨晨说，

“爬楼族”在高楼拍摄时，拍

得最多的还是城市风光，比

如华灯初上的来福士大楼，

日落时分的西湖文化广场。

晨晨说，爬楼多了胆子

就大了，“刺激的照片不会

拿出来分享，怕别人效仿。

但会在小群里私下

分享。”

楼顶架相机时
设备掉落幸没伤人

“我觉得拍摄本身是不

危险的，但风险还是有的。”

大熊说。他说，圈子里，一

类专拍城市风光，一类楼顶

拍写真的。风险最大的就

是在天台边沿拍摄高难度

动作——最后一类是少数，

以极限运动爱好者为主。

就写真和城市风光而

言，拍摄者都在确保自身安

全的情况下拍摄，“毕竟在

高空，你说一点风险没有，

我们也不敢保证。”大熊说，

他曾听说，刚入门的爬楼摄

友在楼顶边沿架设相机时，

设备不小心从楼顶滑落下

去，幸亏没砸中人。

一般，在爬楼摄影圈子

里，有条规则：“不影响居民，

不做危险动作，不随意破坏

公共设施，有人制止时及时

离开。”阿亮说，在他管理的

摄影小群里，只要有人违反

了，一定会被踢出群。一般

的高层写字楼管理比较严

格，要上去一趟不容易。先

要想办法进入大楼，再坐电

梯上顶楼，然后再爬楼梯到

天台口，如果天台门没锁的

话，这就可以拍摄的，“管理

松散一些的大楼，有时给保

安递根烟，也能上

去。”

文明拍摄
希望有更多机会

爬楼摄影是不负责任

或 不 要 命 的 摄 影 形 式 吗 ？

三位摄影师都摇头，“为了

拍张照片把命都丢了，我们

不至于这么傻。”

他们认为，爬楼摄影能

守护不一样视角的城市面貌，

这些摄影作品中很大一部分

对于一座城市的形象有着重

要意义，“我们拍的城市风光

照，角度是独一无二的，连无

人机都拍不出来。”

对于一些爬楼拍摄中

的危险行为和扰民行为，他

们同样不认可。然而，现在

国内针对爬楼摄影没有明

确的管理方法，这也使得一

些摄影爱好者为拍照铤而

走险，“像上海一些高楼，如

果合理的拍摄需求可以跟

公 安 部 门 报 备 后 拍 摄 的 。

在国外，一些大楼的楼顶，

也会设有商业性质的拍摄

场地。”晨晨说。

摄影师们表示，不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是摄影创作的底

线，希望摄友们自觉遵守管

理，不做危险动作，文明、安全

拍摄。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

社会空间，供“爬楼族”们创作，

“一些好的摄影作品，我们很

愿意分享给全社会

的公众。”

对
话 【危险】

【心声】

本报记者 谢春晖

哪些人在杭州的高楼间游走

？昨天

，记者对话了杭州一些有爬楼拍摄经验的摄影师

。

来福士广场

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