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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心得]

台前“15分钟”，幕后十分功

搞好社区营造 ▶▶▶ 是文化载体也是生活重塑

近日召开的“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工作推进暨优秀案例交流会”，对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作了一次总
结，经专家评审，有81个项目入选优秀案例，评选活动同时在线上展开，网上投票点击超过150万人次，投票超过50万人
次，最终评选出37个人民满意的项目。

这些项目是如何选取和打造的？会上，主办方邀请参与项目策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的设计师、专业干部、街道负责人
代表，为我们详解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项目建设的台前幕后。 本版撰文/杨颖

周俭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的资深教授、全国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在讲述曹杨
新村街道“15分钟社区生活圈”
行动的始末时，展现了他对规划
的独到见解。

不同于常人强调规划的重
要性，周教授首先着重指出了调
查研究的核心地位。他说，在形
成“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规划
蓝图中，规划师必须深入现场进
行基础调查，这包括建筑、功能、
用地等多个方面，尤其是要达到
建筑调查的深度。此外，与业

主、居民及相关单位的沟通也是
不可或缺的环节。周教授强调，

“同济的特色在于产教融合、产
教一体化，我们将众多学生的作
业放到曹杨新村。”

在调查过程中，不仅规划师
和专业学生积极参与，居民们也
被组织起来共同出谋划策。通
过举办各类活动和征集问题，规
划师们与居民进行了深入交
流。虽然居民们起初可能缺乏
空间概念，但通过将规划图、现
状图和构思图展示给他们，并引
导他们分组讨论，居民们逐渐表

达出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些
宝贵的意见最终被融入了规划
蓝图中。

尽管工作量大幅增加，但最
终的成果令人欣慰。曹杨一村
成套改造项目覆盖了 48 幢楼、
1499户、共计2400人，改造面积
达4.89万平方米。项目在保持
原建筑肌理的同时，成功实现了
增加厨房、卫生间等成套改造功
能，以“一房一方案”替代了传统
的“千房一面”模式。这一创新
举措使得该项目荣获了“卓越创
新奖”的殊荣。

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在这次评选

中收获颇丰，拿了4个奖，说起“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街道党工委书

记、人大工委主任秦恒很有心得。

关于如何构建“15分钟社区

生活圈”，秦恒表示，绝不能闭门

造车、自说自话。既然是为市民

群众打造的生活圈，就必须倾听

群众的声音，由居民群众来决

策。去年 3 月，街道成功举办了

“吾友智慧堂”活动，吸引了企

业、社区以及复旦、财大等高校

代表们的积极参与。在与社区

规划师团队的共同商讨下，明确

了五角场街道“15分钟社区生活

圈”的设计流程。通过设立工作

坊、开展多轮听证会等方式，广

泛征求了居民意见，形成了社区

总体需求清单。基于此，最终构

建了“一心、两带、四圈”的规划

结构，使规划蓝图初具雏形。

然而，阵地的建设并不意味

着“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工作

就能一帆风顺。以大学路限时

步行街为例，在开街之前就面临

了诸多挑战。作为开放式街区，

大学路兼具商业和居住属性，这

种多元的街区属性也带来了治

理的复杂性。在限时步行街的

推进过程中，居民、商户、企业等

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存在诸多

矛盾，同时交通疏导、停车困难、

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也亟待

解决。面对这些难题，街道充分

依托大学路自我管理委员会等

平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社区支持的模式，推动相关部

门、居民区、承办企业、商户之间

的协调联动。例如，在大学路景

观照明改造提升项目中，虽然方

案已经充分考虑了商户、居民、

学生和年轻白领的不同需求，并

在各个角落做出了针对性的设

计，但仍然有居民提出光照对他

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为此，街

道积极协调企业商户反复调整

亮度，最终找到了既保证视觉效

果又不影响居民生活的平衡点。

对于街道党工委来说，每一

次街区的微更新都是一次基层

社会治理的考试与实践。国定

支路睦邻街区项目成功入选第

六届中国上海社会治理创新实

践案例和全国社区党建创新入

围案例，这也是街道建设“15 分

钟社区生活圈”的先行试点。这

条全长约550米的道路在实施改

造前存在环境脏乱差、机动车非

机动车混行、建筑设施陈旧等诸

多问题。针对这一现状，街道通

过排查摸底沿街公共空间资源，

最终确定了因地制宜、变废为宝

的改造思路。经过两年的努力，

沿线的两大四小六个闲置空间

被清理完毕，并先后建成了“吾

心向党”等四个微空间以及人人

讲堂、人人会客厅等人人系列主

题空间。这些举措搭建了一个

由政府、企业、基层组织和区域

单位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架构，

并动员居民全过程参与其中。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仍

在持续推进中，或者说，它可能会

一直处在进行时。这一行动旨在

为百姓带来更多的满足感和幸福

感，通过不断优化和完善社区生

活圈，让居民们能够享受到更加

便捷、舒适和美好的生活环境。

在分享嘉宾中，何京洋身份
独特，他不仅是见山设计、万象
营造和爱创益的创始人，还是同
济大学和法国国立公共工程大
学的客座教授。他身兼策划、规
划、建设及运营等多重角色，因
此对项目与市民的紧密联系有
着独到的见解。

何京洋说：“作为致力于社
区营造的社会组织，我们有很

多目标。初衷在于将阳光、正
能量、环保、绿色、低碳、创意、
自治、志愿和公益等理念融入
社区生活。我们的团队不仅汇
聚了建筑、规划和景观设计领
域的专业人才，还邀请了社会
学者、社会工作者等各界人士
共同参与。”

后来在设计“邻里汇”时，
他们又把这一思路延伸到江南

新村的入口，设计了一个当时
的“最美车棚”，“我们希望上海
的社区文化和国际的新文化来
链接和传承，特别用这个透明
的玻璃砖，打造‘快乐的时光、
快乐的生活’。”何京洋说，“它
不仅是一个车棚，也是社区文
化的展廊，一开始挂了丰子恺
的画，后来挂了很多社区居民
自己创作的作品。”

徐汇区规划资源局局长彭
海东口中的“一刻之美”，正是来
自居民的生活体验。“这是最近
徐汇居民感受到的小确幸。”彭
海东说，“日常生活所需都能够
在步行‘15分钟社区生活圈’内
解决。”

徐汇区一直注重党群服务
中心体系的功能建设，他们把空
间建设的重点聚焦在为百姓服
务上。彭海东表示，他们始终在
寻找最佳场所，以便在民众最便
捷的位置建设邻里汇。这样的
邻里汇不仅让老人、儿童、困难
群体等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
品质的社区服务，更集成了多元

化的社区功能，如上学、就医、就
餐、健身、娱乐，甚至修鞋、配钥
匙等服务也一应俱全。因此，这
些综合体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

“生活盒子”，它们以时间为刻
度，为居民们勾勒出幸福生活的
轮廓。

为满足更广泛的需求，徐汇
区通过政府开放日、邻里节、生
活节、议事会等多种活动形式，
邀请居民们积极参与“15分钟社
区生活圈”的建设。去年2023月
15日，徐家汇街道举办的土山湾
片区生活盒子居民议事沙龙就
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这次活
动中，街道、企事业单位、居民代

表以及规划资源部门和社区规
划师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并吸纳
了居民们关于食堂、理发、缝纫、
修补、家电维修等实际需求。
2023年7月，土山湾生活盒子正
式启用，周边居民可以在这里享
受到一站式的便利服务：一楼的
社区食堂供应美味午餐，二楼的
理发店提供专业服务，隔壁的图
书馆则是知识的海洋，三楼的康
复中心则提供医疗配药和筛查
服务。临走前，居民们还能在便
民服务区修补皮具和鞋子。这
个融合了居民智慧的“生活盒
子”深受大家喜爱，每一处都散
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重视居民感受 ▶▶▶ 让“一刻之美”聚便利聚幸福

大兴调查研究 ▶▶▶ 把作业放到城市更新地

要有更新，更要有治理

普陀区曹杨一村改造后公共空间环境。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徐汇区土山湾“生活盒子”。

杨浦区国定支路睦邻街区人人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