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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沪上社区吹起墙绘风
居民切入社区营造

微笑的太阳公公、蝴蝶围绕在小
朋友身边、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这
些墙绘图案表达了居民对于美丽家
园的畅想。目前，彭浦新村艺康苑和
嘉定新城陆家社区就在开展墙绘活
动，他们都积极调动居民参与其中，
共同促进社区营造。

其中，艺康苑的墙绘活动属于青
春社区微项目，由社区的少年儿童担
任志愿者，负责绘制图案。

要在墙面上画出效果并不容易，
社区组织筹办了少儿彩绘培训，为他
们装扮社区墙面打下基础。

墙绘活动的参与主体除了社区
青少年，还有来自区域化共建的社区
单位的青年人。在设计方案方面，社
区调动了多方智慧，委托社会组织以
及相关专业的社区青年，形成初稿方
案，然后在微信群和社区自治会讨
论，形成修改意见，进行反馈和完善
修改。

“我们的设想是在一块墙面先
做试点彩绘，然后听取评价反馈意
见，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彭浦新
村街道艺康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
颐介绍说，社区青年主动要求在活
动中担任志愿者，在此基础上，艺康
苑结合暑期的学生实践活动，让青
年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
管理者的身份转变，成为社区治理
的生力军。

同样，陆家社区墙绘活动的参与
主体也是少儿群体。陆家社区副主
任莫玮介绍说，这项活动是居民在微
信群里主动提出的，“他们提出了想
法和需求，我们社区对此进行整合和
设计。这有利于促进社区邻里关系
和居民自治氛围。”

墙绘完成后，将由社区居民进行
管理和维护。张颐说：“这样能够让
他们真正成为社区的主人。”莫玮则
表示，社区的艺术达人和热心居民也
将持续关注墙面情况，有破损处会及
时补齐。通过这些互动活动，居民对
于社区公共空间非常关注，正在讨论
更多公共空间升级的话题，而且邻里
关系也更为融洽了。

沪上墙绘风潮引领社区营造
刷墙打造社区凝聚力 推动更多青年投身社区治理

鲜艳的金山农民画、复古的石库门墙绘……这些墙绘作品一度在网上热传，引发大众关注。如今，沪上一些社区开始引入墙绘活
动，并将其作为社区活动，由居民执笔作画，参与社区营造，为社区增添美感。本期公益大家谈，邀请三位嘉宾展开讨论，作为一项社
区营造活动，墙绘如何与社区其他项目产生联动？墙绘完成后，社区又如何借助这一载体，进行更深入的社区营造？有嘉宾表示，通
过这类社区营造活动，能够提升居民参与度的，从而推动其他社区问题的解决。 青年报记者 陆安怡

俞祖成：社区营造强调的是调动
社区多元主体参与，而社区营造的核
心内容就是吸引更多居民关注所在
社区，培养他们作为社区居民的意识。

如果是墙绘活动，那我们要考虑
“绘什么”，首先，社区要通过各种方
式，调动居民的参与意见。让他们来
说“绘什么”，并非简单地绘制宣传口
号，社区要尽量地调动居民的参与积
极性，倾听他们的意见。

另外，儿童是墙绘活动中的主
角。有了儿童参与，他们的父母也会
加入，就能够提升社区参与的活力。
根据社区情况，墙绘活动的主体可以
考虑社区老人或者儿童，也许可以通
过这两个角色切入，带动更多居民参
与。

姚栋：我们做过绘画相关的社区
营造——“大图”活动。墙绘属于亚
文化，亚文化具有一定文化水平，非

常专业，普通人很难介入。墙绘是由
专业人士制作的，具有一定挑战。上
海这几年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墙绘，但
居民能够参与的有限，因为对专业的
要求很高。

张颐：我们是结合社区青少年夏
令营中的绘画班，把教授孩子们的理
论知识平台转化为实践课程。同时
发挥大家的想象力，鼓励孩子们在彩
绘中，描画心中的美丽家园。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俞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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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祖成：当然有联动，我举个例
子，如果社区营造领域中，很重要的
一项内涵在于让社区居民了解社区
历史，这就属于社区文化构建。我们
就可以通过墙绘展示社区历史。假
如社区有很多文化古迹，或历史名人
古迹，那么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墙绘展
现这些文化故事，如此就产生了联动
项目。

姚栋：墙绘是社区营造中很常规
的手段，很多社区会邀请相关专业的
老师及艺术家到社区中，把破旧的物
质空间环境进行微更新。而墙绘比

很多“微更新”项目更微小，不仅对居
民生活造成的不便降到最低，还会让
人们的生活环境更美好。

墙绘与社区营造的关联非常明
显。但因为难度太大，居民很难参
与大尺度的墙绘。在社区营造中，
居民能够参与“大图”活动，就是描
画社区图纸，填涂颜色，即使没有参
与过任何培训的居民也可以涂涂画
画，对居民来说，有很强的获得感。
以往大家觉得自己所在小区很普
通，一旦看到整个图纸，居民会了解
到社区的整个环境，从而加深对社

区的认识。
张颐：在墙绘活动中，我们结合

社区自治和青春社区创建，让更多社
区居民包括青年人的团队参与其中，
发挥专业优势，给予他们展示才能，
以及参与社区营造的平台。

社区的楼房已经有近 20 年房
龄。有些设施已经陈旧，如果仅靠政
府的双美建设，居民参与度不够，而
如果动用维修基金，涉及小区的跨区
协调，又存在一定难度。通过这样的
活动，我们可以培育社区青年领袖，
招募更多社区青年加入。

俞祖成：墙绘本身并不是活动的
目的所在，活动目的在于强化、调动
居民，让居民更加认识社区，爱护社
区。同时，培养社区居民的主体意
识。如果居民完成了墙绘，那么可以
利用居民参与度的提高，来推动其他
社区问题的解决。

姚栋：居民可以在活动中，和整
个环境产生联系。社区指在一个地

理空间里，有着共同利益和兴趣的人，
同时发生一些交互。而在当下的社
会中，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发生交互。
在绘制中，大家能够加深对社区的认
识，一些社区活动能够更加容易开展。

张颐：目前，社区青年参与社区
营造的热情高涨，有的青年来自美
院的美术系，他发挥自己力量开展
公益培训，并且参与方案设计；有的

青年则从事志愿者招募工作；还有
的青年不仅鼓励孩子参与，还带家
长以及孩子加入。

墙绘完成后，我们会继续巩固这
个团队，在符合要求的楼道，包括车
棚等处，结合社区微项目改建，群策
群力，改善陈旧的面貌，希望这些活
动能够进一步凝聚力量，以此营造出
更好的社区环境。

凝聚居民热情 推动社区问题解决

与社区营造联动明显 可结合文化拓展项目

倾听意见 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
Q1 如何将简单的墙绘玩出花样，丰富内涵，吸引更多居民参与？

Q2 墙绘是否可以与社区营造的其他项目产生联动，请分享相关想法。

Q3 墙绘完成后，如何借用这一载体更深入地开展社区营造？

墙绘作品一度在网上热传，引发大众关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