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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和传统
的市政改造不同，公益组织的“修
路”行为有其自身的特性。他们的
能力和优势不在于传统“大拆大
建”的粗放型建设方式，而在于关
注小微空间的品质提升和功能创
造，改善社区空间环境。概括来
说，就是在有限的成本预算下，进
行微改造、大提升。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了
很多问题，也发现了隐藏在花园中
的宝藏。”以艺康苑中的微景观改
造为例，设计师志愿者发现一方面
小花园的座椅老旧、使用频率极
低，且大部分闲置；另一方面小花
园的活动场地太小，不能满足社区
居民的需求，于是他们决定拆除花
园北侧的固定座椅，增加可移动原
木坐凳，并重新清洗地面。

再比如，设计师志愿者们注
意到小区里原有的儿童游乐区
位置偏僻，社区中心缺少儿童
游乐设施。于是，他们表示会
充 分 利 用 改 造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园林废弃物”，将拆除的座椅
木头和铁架子改造成儿童版的
木质坐凳，将各种木板重新组
合，拼接出儿童小木马和不同
造型的跷跷板，通过将废弃物
品与儿童游乐设施结合，赋予
其新的社区功能。

“在我们看来，社区是一个
有机生命体，社区的微更新是社
区新陈代谢的一种成长过程。这
样的微改造，既满足了社区居民
对于公共空间的需求，又大大节
省了成本，可谓小而美。”志愿服
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说。

同样，陆家嘴社区基金会对
于梅园街区的改造也是紧扣“微
改造、大提升”这六个字的宗旨。

“在梅园公园的门口，在这片
老年人和儿童聚集的街面，为什
么过个马路这么难？这其中有多
方面的原因。除了司机和行人本
身的问题，在公众眼中不起眼的
十字路口拐弯半径过大是很大一
部分原因。”鲁沐骄从专业设计师

的角度分析说，大的拐弯半径会
容许车辆以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
度拐弯，使得它们更容易跟过马
路的人群产生冲突。“那我们是否
有可能采用缩小转弯半径、增加
过街岛等类似的小’动作’，来迫
使车辆在十字路口和一些机构门
口减速慢行，增加行人的安全性
呢？”她建议说。

再比如，陆家嘴社区基金会
希望在公园内部引入一些灵活的
桌椅，让闲谈、休息、下棋更加便
利。有了这些桌椅，公园会更加
便利地组织一些集体文化娱乐活
动，比如露天电影、街坊剧社、歌
舞晚会等等。

对于这些计划，陆家嘴街道
相关负责人也予以了回应。其表
示，规划部门正在编制陆家嘴区
域城市更新规划，“翡翠指环”项
目从理论上讲融入了陆家嘴整体
的规划，也和陆家嘴街道缤纷社
区计划相契合，相信确实将有“微
改造、大提升”的效果。

预算有限、人员有限

社区公共空间如何微改造、大 提升？

虽然是微改造，但是同样有
资金的成本压力。青年报记者调
查发现，在资金筹集上，公益机构
也是不走寻常路。

陆家嘴社区基金会的焦兴旭
秘书长告诉记者，基金会改造“翡
翠指环”的经费，将采取政府出一
点、众筹一点、基金会想办法筹措
一点的“三点合一”方式获得，其
中众筹的经费比例是最少的，但
将是基金会最大力推广的筹款方
式。“因为众筹是希望每个居民都
能参与到社区的营造过程中来，
一起共建一起自治我们的家园。”
焦兴旭说。

据介绍，众筹的经费从5元到
30000元不等，每位感兴趣的个人
可凭意愿参与。有意思的是，出资
参与众筹的个人或组织可以获赠
一个订制的金属纪念章，它刻着日
期和出资者的姓名，可用来寄语某
个所爱的人，纪念某个事件。这份
礼物将被留在“翡翠指环”的各个
角落，被每天拜访这里的成百上千
的人们所分享和讨论。

比如说，如果你捐赠了 300
元，那么你的名字可以出现在梅
园公园内活动椅椅背的背面，时
间长达一年。如果你捐赠了5000
元，你的名字或寄语将被刻在新
设路灯灯柱的1.5米高处，而要是
捐赠了8000元，则可以刻在长椅
靠背的上方，你还可以像电影中

那样，在椅背上寄语某个所爱的
人，很是洋气和浪漫。而如果你
捐赠了20000元，则可将名字刻在
由公众参与设计的梅园公园内的
项目背景墙上等等。

而从艺康苑微景观项目预赛
来看，公益机构通过鼓励居民自
治参与设计和改造，确实能省下
不少成本。在项目方案中，青年
报记者看到，修葺美化座椅的实
施部分，原本需要雇佣传统施工
人力，但志愿服务中心将通过开
展儿童和青年创意绘画活动，既
让居民积极参与进来，又有效省
去这些传统施工人力。同样，小
小木工活动的开展将覆盖掉80％
的雕塑、座椅改造的传统施工人
力和70%的儿童游乐设施改造施
工人力，而小区里种植活动的开
展也将承担25%的植物补种人力，
整个项目实施可谓有趣、环保又
省钱。

志愿服务中心算了一笔总
账，整个微景观改造共将涉及到
草坪补种、鹅卵石健身步道铺设、
地砖清洗、树木移栽、拆除坐凳、
坐椅与雕塑改造、儿童游乐区等8
项内容，预计花费约16万元，相比
传统施工费用，可以省去三分之
一。“可以说，既能减少成本压力，
又能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可谓一
举多得。”志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说。

公益组织“修路”的另一大不
同，在于“修路”工作并不是政府
出资、设计师包揽、施工队承包的
传统城建工作方法，而是注重社
会多元主体参与，动员各种志愿
者力量加入，尤其强调居民自治。

“自行车棚太乱，车子放不
下，能否扩大”、“中心花园曾是小
区的看点，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是
时候改头换面了”、“我们应该对
自己居住的地方负责，发现社区
需 要 改 造 的 地 方 并 及 时 反 映
……”在改造启动前，一个开放式
的社区议事平台率先被搭建起
来，居民们各抒己见，参与到改造
方案的制定中。

“以社区公共空间改造为话
题，以居民需求为立足点，动员社
区居民、社区自组织开展公共参与
实践，能够加强社区居民对社区公
共空间更新的参与度，努力打造一
个更有归属感、成就感和幸福感的
社区。”志愿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说。

要小而美地“修社区”，不仅
需要居住于此的居民亲身参与，
也需要专业的志愿力量加入其
中，重中之重就是专业的设计师
资源。为此，志愿服务中心与上
海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合
作，进行专业设计师志愿者招募，
选择对城市公共空间改建与重建
有兴趣的专业设计人员参与到本
项目的设计。设计师在项目中是
志愿者身份，不仅体现在这是本
职工作外的事务，也在于这些设
计师在参与中只能得到远低于市
场价值的公益成本补贴。

“我们希望透过设计师充满

智慧、简便易行的设计构思，让
‘灰色空间’迅速转变为市民个人
生活与公共活动的重要载体，唤
起人们更多的归属感。”招募通过
宣传和微信平台的推送，共吸引
到10家专业机构和设计师团队报
名参加，并从中确认了最终的设
计志愿团队。

另外，志愿服务中心不仅在改
造的点位和方案上听取居民意见，
在改造过程中，在专业团队的支持
下，也将让社区居民自己动手，亲
自参与改造和美化自己的家园。

记者了解到，在改造的施工
过程中，志愿服务中心将举办社
区木系列营造节、“认识我们的社
区环境”系列讲座、“涂鸦也艺术”
小区设施艺术改造等多个活动，
让社区居民纷纷参与其中。不仅
如此，志愿服务中心还会邀请专
业摄像师团队做影像记录，完整
呈现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微空间改
造的点点滴滴，并由志愿者据此
撰写事迹报道，彰显社区居民社
区自治的主人翁意识。在改造完
成的空间场地用适当的形式展现
在项目过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志
愿者和社区居民的事迹，弘扬社
区自治的志愿服务精神。

另外，志愿服务中心在改造
完成后，还将从参与改造的社区
居民中招募志愿者，成为改造后
场地的管理者和维护者。利用改
造后的场地设施开展各类小区活
动，将社区公共空间变成居民的
活动空间，提高居民的社区认同
感，从而实现“硬环境”和“软环
境”的共同改变。

“微改造，大提升”告别“大拆大建”传统

从设计到改造居民全程参与

修建资金全靠创意众筹大大缩减成本

模式“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