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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打造全龄社区，帮助大家
寻找跨代兴趣搭子。”在议题小板凳的摊
位上，“积极老去行动小组”成员小王介
绍起他们的议题：社区里的跨代兴趣搭
子。这个扎根于新华社区的行动小组，
通过行动支持并激发长者的社区参与期
待，为长者探索更多可能，从去年起，该
小组在新华社区举行了多个面向长辈的
活动。“沉默百年的街道是我最忠实的听
众。”小王骄傲地分享着往期举办的跨龄
诗词大会的优秀诗句。“在交流中，我们
发现长辈身上有许多技能，比如织毛衣、
书法、插画等。而年轻人也有着长辈感
兴趣的技能，比如说使用智能手机、视频
剪辑等。”在小王看来，“爱好与技能”是
代际间交流互动的桥梁，在兴趣爱好面
前，年龄不应该成为限制，所有人都可以
成为同学和伙伴。

基于此，这名95后和他的团队想着
手举办更多新活动，让各个年龄层的人
群因为某个技能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和
学习。在现场，“积极老去行动小组”还
设置了“共创申请”和“行动征集问卷”，
期待更多人的参与。

据悉，此次社造公园共设置了6个议
题，议题者可以通过提前报名的形式，提
供资料和共创计划，领取画布，在画布上
写下围绕议题的大问题和吸引人的趣味
问题。围绕可持续生活，主理人陆文韬
带来议题《与自然相连的新生活》，聚焦
游戏和社区的关系，独立游戏开发者李
经纬的议题为《在自己构建的规则中愉
快游戏》。在“编织工作坊”议题摊位前，
不少人拿着钩针一步步跟着“摊主”范小

幼学习编织艺术。“我们想招募100人，每
人编织一块祖母方格，大家在群里打卡分
享学习进度，最后将编织好的祖母方格拼
凑在一起组成一幅画进行拍卖，拍卖所获
得的费用再购买材料包，如此循环。”范小
幼认为大家共同完成一件艺术品非常有
意义，也能增加成就感。“我一直很想学编
织，在群里打卡学习可以让我坚持下来。”
被社造公园吸引而来的闪电说。

现场，每个议题都有一个摊位，居民
可以围坐在摊位前畅所欲言。议题小板
凳也接受“现场灵感”的存在，居民们可
以现场领取材料包，填写自己想要讨论
的话题。“我们提倡轻松的氛围，支持行
动者在这里发起讨论，分享他们的行动，
招募成员，让更多人知道社区营造这件
事情。”负责运营新华·社区营造中心的
大鱼营造工作人员说。

搬上小板凳 带来好点子
一群年轻人涌入社造公园聊社区议题

新华·社区营造中心开设了限定社造
公园！搬一张小板凳，大家一起聊如何打
造包容性社区，如何过可持续生活。除了
议题小板凳，社造公园还设置了“好伙瓣
广场”“大家的市场”“一块空地”等。在这
场别开生面的“社区聚会”里，更多年轻人
学着如何沉浸于社区，忙自己喜爱的事
物，为社区投入自己的力量，感受社区源
源不断的生命力所在。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实习生 沈诗怡

链接更多社群主理人
除了议题小板凳外，社造公园还设置

了“好伙瓣广场”“大家的市场”“一块空
地”等互动板块。走进社造公园，就会被

“好伙瓣广场”上的钢琴传来的美妙音乐
所吸引，这里是社区营造游乐场，社区居
民们可以拿上开放麦，唱自己喜欢的曲
目，路人和其他居民就是他们的观众。这
里也有强调动手的共创工作坊，有即兴戏
剧新华戏剧工作坊，期待更多社群主理人
的加入。

“大家的市场”打造的是社区营造好
物区，是议题产品展示和创意的共创平
台，居民们可以购买社造产品、社区文创、
议题产品等。如果有社造故事，也欢迎成
为市场主理人，在这展示和测试自己的社
造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一块空地”在
面积上从“一小块空地”升级为“一大块空
地”。在大草坪这块空地上，有用废弃KT
板拼凑制作成的人偶，居民们可以拉动人
偶下方的绳子，人偶就可以随之移动。“我
们想通过一些材料制作成大道具或者装
置，路过的朋友都可以加入玩耍交流，形
成互动。”新华·社区营造中心工作人员小
树介绍说。在空地前还设置了议题板，居
民们可以在板上写下自己对于一块空地
运用的奇思妙想，社区营造中心会根据想
法的可行度进行推进落地。“我觉得社造
公园的概念很新颖，打破了我对于传统社
区的认知，在这还可以体验制作香囊，绘
制太阳花，拿起水枪无拘无束地打水仗，
完全不单调。”居民思思说。

“在社区，在家门口，我们可以做些什
么？”很多年轻人带着这个问题走进社造
公园，又通过不同板块和不同的人交流，
来找寻答案。就如发起方大鱼营造所言，
社造公园就是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激发人
人参与、共创美好社区的社区营造现场。

小板凳上一坐 探讨社区营造新“议题”

新华·社区营造中心开设了限定社造公园。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实习生 沈诗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