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都市 2024年10月30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昨日，“我们的人民城市”主
题采访活动来到杨浦长白228街
坊。从上海最后的“两万户”工
人新村变身“15 分钟社区生活
圈”网红新地标，228街坊的蜕变
令人惊艳，它从此有了一个新的
称号——“人民城市样板间”。

还没到中午饭点，长白新村
街道228街坊的熊猫食堂已经排
起长长的队伍。5元的酸辣汤、
16 元的雪花排条，菜肴热气腾
腾，散发着诱人的味道。

“为了满足大家的口味需
求，饭堂每天的菜品有一百种左
右。”饭堂负责人张伟介绍，熊猫
饭堂，采取政府监管、市场运营、
公益补贴的经营方式，每天提供
100个菜品供市民选择，80%菜品
价格在6元至15元之间，持敬老
卡就餐的顾客，除了能享受8.8折
优惠，每顿饭还能额外得到民政
部门自动发放的1元补贴。

对于228街坊的居民来说，
熊猫食堂不仅是一个吃饭的地

方，更是一个交流感情、分享生
活的场所。228街坊，曾是新中
国成立之初，为解决广大工人住
房困难而精心规划建设的“两万
户”工人新村，见证了无数人的
辛勤奋斗与珍贵记忆，承载着整
整一代人的情感与回忆。

长白新村街道社会工作办
公室主任王宏玉介绍，1952 年
起，为进一步解决工人的住房问
题，上海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建造
两万户工人住宅，俗称“二万
户”。228 街坊就是首批“二万
户”小区。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
社会发展，“二万户”住宅无法满
足新的居住需求。2016年，228
街坊被列为上海市城市更新项
目，仅用106天就顺利完成了“意
愿征询率、协商签约率、搬迁交
房率”三个100%，成功实现整体
协商搬迁。

在充分保护历史风貌与空间
特色，完整保留“两万户”建筑空
间肌理的基础上，2023年4月，承

载着70年奋斗精神的228街坊蝶
变新生回归大众视野。作为“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标杆项目，如今
的228街坊覆盖了从社区商业、
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生活服务等

“市场+公益”的功能，可以满足周
边居民一站式、多元化的需求。

舒心的社区配套服务离不
开专业团队的群策群力，精心打
磨。建设中，228 街坊对照“五
宜”标准，按照周边可覆盖10万
左右人群的要求，依托“三师三
顾问”的同济大学社区规划师、

“美好社区 先锋团队”的复旦大
学赋能团队等多方专业力量在
业态设计、风貌一体、环境改善、
氛围营造、功能摆布等多方面。

开发团队不仅组织社区规
划师、高校专家团队、居民代表、
人大代表、物业管理团队、商铺
代表等召开专题座谈会，共同讨
论228街坊的新蓝图，还发放了
1500 余份的调查问卷，覆盖校
区、园区、社区，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全力将228街坊打造成老百
姓想要的新天地。例如，围绕

“一老一小”，开设睦邻小厨、亲
子乐园等；在人才公寓中考虑白
领入住需要，匠心设计女性楼
层、宠物楼层；在228街坊党群服
务中心内增设共享舞蹈房，在阳
浦邻里购物中心增设具有公益
属性的社区工坊，为周边居民提
供缝补修理等便民服务。

“女性楼层、宠物楼层受到了
租户们的欢迎。”杨浦科创集团运
营总监周栋告诉记者，考虑到女
性和爱宠人士的需求，“创寓”人
才公寓推出了女性楼层和猫咪楼
层。女性楼层主要解决女生晚归
时的安全问题，确保合租或独居
的女生都是同性。猫咪楼层则是
为了满足对爱宠有需求但担心猫
毛过敏的人士，楼层会设置宠物
友好的房间配置，包括特殊处理
的家具和包裹，以防猫抓伤。

值得一提的是，为传承历史
记忆、赓续城市文脉，开发团队

在1号楼、8号楼打造上海工人
新村展示馆。8号楼通过图片展
示、档案陈列、数字交互等形式，
全面呈现上海工人新村规划建
设、岁月洗礼、改造更新的历史
进程。1号楼为沉浸式体验馆，
一楼由光明集团旗下品牌“上
咖”入驻，打造咖啡+展示的功能
组合，二楼还原当时工人新村生
活、生产、娱乐环境，让参观者身
临其境感受生产生活实景。这
是上海市第一个全面展示全市
工人新村建设发展历程的综合
性展馆，一揭幕就引发了一代人
的集体怀旧。

70载历史变迁，228街坊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书写了不负“人民城市理念
首提地”的精彩篇章。228街坊
城市综合更新实践案例获国家
住建部推荐参评2023年联合国
人居奖，并荣获2023中国城市更
新优秀案例“15分钟生活圈示范
奖”。

青年报记者 蔡娴

本报讯 在上海奋斗的年轻
人，面临着高房价、高生活成本
和激烈的竞争等挑战。如何让
他们从“一间房”的临时居住状
态转变为在“一座城”中扎根并
找到归属感？作为上海市第一
批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项目，闵
行阡集·莘社区为2500余套住房
的近5000名青年租户打造了一
个集“萌宠、运动、社交、文化”于
一体的新型居住社区，形成了青
年“天然团聚地”。

在建设市级青年发展型街
镇试点的契机下，莘庄镇将莘社
区作为青年友好型社区，闵行团
区委围绕“关注青年”和“青年关

注”两个维度，为莘社区打造城
市基层组织改革公寓新样板，激
发青年和城市双向奔赴。

莘社区青年中心位于社区3
号楼底楼。团区委以莘社区青
年中心为基础，依托党群服务
站、社区会客厅、UBOX白箱空间
等场所，将社区内城市书房、社
区中心、多功能活动室、艺术空
间等多种青年友好空间串联起
来，全力打造统筹全区域、联动
多方面、融合各领域的新阵地体
系，让青年租户办事更便捷、学
习更方便、生活更精彩。

为了激活青年的兴趣爱好，
帮助年轻人找到志同道合的好
友，社区青年中心组建起兴趣社
群。青年中心内还开设了夜校，

设置戏剧表演、舞蹈等 6 门课
程。莘庄镇团委副书记高肖修
璇告诉记者，每到周末，青年中心
总是热闹非凡，扎染、油画、合唱、
彩绘等手工DIY活动，让青年们既
释放了工作压力，也扩展了自身
社交圈。高肖修璇表示，通过这
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社区打造
成展示自我的舞台，吸引着一批
又一批的青年租户走出房门。

闵行区镇两级团组织积极
探索将青年群体的自我实现与
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有机链接，
通过青年社团、青年夜校等载
体，培育“青年达人”，渐进式鼓
励和引导更多青年成为社区治
理的参与者和引领者，促进青年
与社区治理的“双向奔赴”，让青

年人解决青年人自己的事。
越来越多的租户踊跃参与

青年中心的活动组织和志愿服
务，高肖修璇看着许多青年从社
区治理“旁观者”逐步转变为“参
与者”“组织者”“实干家”。比
如，有一位租户通过参加“心动
好声音”歌唱比赛，不仅在社区
里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她看待社
区的心态也从“住的地方”变成
了“自己的家”。看到邻里之间
遇到养宠问题时，她会主动站出
来帮忙联系具备专业养宠知识
的租户，调动自己身边的资源，

让大家相互帮助解决难题。
聚焦新型居住社区管理单

位多元、利益诉求多样、协商共
治困难等问题，区镇两级团组织
吸纳青年租户代表、项目业主方、
运营主体、政府职能部门、初心合
伙人等多方力量，在需求表达、议
题选择、利益协调、议事协商方面
形成社区共治体系。聚焦青年租
户的实际需求，举办“很高兴寓见
你”大讨论，针对“快递外卖能否
上楼”“宠物友好社区如何长效管
理”等共性和个性问题，抛出真实
的需求和建议。

让历史焕新 让街区出彩
228街坊：“两万户”工人新村变身“人民城市样板间”

家长们在草坪上带着孩子，老人们悠闲
地坐着晒太阳。环顾四周，理发店、剧场、咖
啡店、健身房……各种便民场所比比皆是。
不断升级的社区配套服务，让每个人都能在
这里享受舒适生活。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如何形成青年“天然团聚地”？
这个租赁公寓青年中心开启“莘”模式

市民在228街坊内游玩。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摄

莘社区内的青年租户们交流互动，讨论社区治理问题。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