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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区更新的一点小窍门
大家都知道刘羽云是个设计师，但事到如

今她觉得必须给自己的职业定位做点小小的调
整——不多，就一个字——“社”计师而非“设”
计师。一字之差，似乎点出了她的发力方向，但
其实更像是对那份初心的回照。早在十年前，

“城市更新”这个词还没有大张旗鼓地进入到老
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刘羽云已经开始参与
到社区楼道更新改造的项目中了。一桩事情做
十年，总能从中收获一些独到的体验和感悟，比
如，刘羽云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更新与重建是
完全不同的概念，“既要保留城市的文脉，又要
考虑用户并与他们共存。这是一个特殊的设计
门类。”从一开始，刘羽云就知道城市更新的意
义所在，而且，她知道这件事的“窍槛”：要点亮
城市的温度，先要从点亮人心开始。

青年报记者 冷梅

社区营造 点亮人的社会属性
探寻刘羽云初心的萌发要

将时间推回到她读大学的时
候。2011年，刘羽云将自己的毕
业设计聚焦在上海一个上世纪
80年代老厂房的更新项目上，这
个让她初次与“城市更新”邂逅
的毕业设计拿到了业内的大
奖。命运的齿轮没准就是在这
一刻开始转动的，她没走上“大
刀阔斧”大基建这条路，而是在
上海的老旧小区里找到了自己
的用武之地。时代在发展，社会
在进步，但是看着自家小区日益
陈旧，老百姓难免有意见。刘羽
云知道，上海老小区的问题是有
共性的，如何把社区中的微型空
间、碎片化地块利用好并形成可

复制的方案，成为她进行社区营
造探索的方向。

一个尚在我们大多数人记
忆范围内的事实是，在许多成功
案例没有得到推广前，人们对社
区更新是有误解的——“楼道改
造很难吗？”“不就是刷个墙的事
儿吗？”然而，楼道——归家的必
经之途——被刘羽云认为与人
的心理状态有着密切关系，毕竟
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到你
回归“港湾”的心情。“我们不能
小看这个空间，即便是老旧小
区，楼道变美依然有它的必要
性。”刘羽云说。

刘羽云领衔的团队年轻而
充满活力，1990年出生的她已是

团队中年龄最长的成员，发挥着
“主心骨”的作用。团队中既有
设计师，也有运营专才。

图形环境应用的专业背景让
刘羽云将社区微更新视为实现自
身设计理念和价值的最微小的载
体，也是最深入人心的载体，“我
所从事的，正是‘点亮’社区的工
作。相较于大型基建，我更关注
楼道、花园等社区单元中的细微
之处，这也是我们的专长所在。”

刘羽云深知每个社区都有
其独特的属性，因此社区营造应
围绕居民需求进行功能提升和
社区点亮，不仅点亮街区，更点
亮人的社会属性，最终构建起人
与城市之间的温暖纽带。

阳台延展 碎片空间有效利用
社区之间不同的属性就像

人们各有脾气，很多时候，设计
师得和小区“交朋友”。刘羽云
深信，社区营造中的“营”与“造”
是两码事。其中，“造”仅仅是外
部设计手段的介入，而真正的

“营”，则是要营造一种社区氛围，
潜移默化地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建
设的热情，逐步培育出社区的生
态。而营造之精髓，恰恰在于这
个“营”字。

刘羽云领记者参观的首个
改造项目在位于洋泾街道的海
院小区里，这是一块原本被忽视

的“边角料”地块，狭长且位于停
车位后方。由于汽车尾气和空
间设置等问题，这里过去一度被
认为毫无利用价值。

然而，在刘羽云团队的巧妙
设计下，这个被遗忘的角落焕发
出了新的生机。他们打造了一个
社区微花园，采用了一体式的木
质盒子，这些盒子分为三个尺寸，
通过不同形态的排列组合，完美
适配了街区的各种碎片空间。
例如，种植多肉时选用小型盒
子，而杜鹃花、月季花则选择稍大
的盒子。这些盒子设计得既方便

拆卸又易于拼装，确保在不打扰
居民正常停车的前提下，能够迅
速完成安装。这种标准化的设计
方案和搭建模块不仅提高了改造
效率，还降低了成本。

这套创新的方案让小花坛
成为了社区居民家阳台的延伸
空间。居民可以将家中无法种
植的花草移至这些公共区域进
行养护，有些植物甚至被居民

“认领”成为自己的责任田。这
一举措不仅美化了社区环境，还
增强了居民对“社区自治”的参
与感和归属感。

丈量浦东 身体力行点亮街区
2022年以前，刘羽云通过团

浦东区委的“青新焕彩”行动，逐
步涉足浦东的社区治理与营造
项目。令她深感骄傲的是，自
2022年7月项目启动以来，不到
一年的时间里，以海院小区为起
点，周边2公里范围内已经成片
改造了7个楼栋。

如此快的落地速度得益于
刘羽云在项目初期便引入的标
准化可复制方案及落地范本，这
极大地提升了社区营造的效
率。她深知，“居民的诉求往往
具有共性，主要集中在楼道功能

布局、涂装设计、美化、社区花
园、车棚改造、综合整新及零散
空间再利用等方面。把握这些
共性和诉求，提供可复制的解决
方案，能让街区营造的效果事半
功倍。”

随后，在刘羽云的带领下，
记者走访了洋泾街道的栖山小
区。这里的彩虹车棚项目让她
颇为自豪：原本色调昏暗、飞线
凌乱、号码牌杂乱的三角形车
棚，经过她的巧手改造，焕发出
了新的生机。

车棚的中心区域类似于一

个内天井，刘羽云将车棚中心区
域顶棚的透明玻璃替换为彩色
玻璃。阳光穿透时，五彩斑斓的
光线洒落，在地面和墙壁上投射
出绚丽的色块，令人心情愉悦。
同时，原本灰白的墙面也经过彩
色涂装，与顶棚的彩色玻璃相得
益彰。号码牌经过重新整理，视
觉效果更为清爽。在现场介绍
设计时，刘羽云目光如炬，神采
飞扬，显然对这个项目充满了成
就感。她的设计理念在于通过
微介入、微更新，为社区带来可
感知的温馨与活力。

情感切入 感知社区的温度
刘羽云在浦西长大，自从加

入“青新焕彩”计划后，她成了浦
东新区新兴领域青年联盟秘书
长，深入浦东的大街小巷，亲身
参与建设，让她与这片土地建立
了深厚的情感纽带。

“很多进入社区的人，都是
来到上海打拼的新上海人。社
区营造也就关乎他们对这座城
市的切身感受，能否感知到社区
的温度。换言之，我们在做的工
作，就是能否让这些人通过社区
里居住环境的一点点变化，尽快
融入社区，去感受到整座城市的
温度。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
们特别想传递的这座城市细小
的温情。”刘羽云说。

类似的案例在刘羽云的工
作中随处可见，例如在门牌号
改造计划中，不但注明了清晰

的门牌号，门牌上还有一个小
小的花篮，几朵风干的小花带
着温馨迎接居民走进家门。对
于快递小哥来说，醒目的门头
设计也大大减轻了寻找门牌号
的困扰。如今，这一创意已成
为备受欢迎的设计元素，被广
泛应用于多个街区，赢得了社
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好的设计师，从飞机大炮到
口红，能都设计。”毕业13年了，
刘羽云还是会时常回想起求学时
同济大学殷正声教授的这句话。
微更新的价值何在？“大的城市更
新项目，解决的是大社会面的城
市功能属性，而对于我来说，设计
就像是女孩子包里的一管口红。”
刘羽云觉得，它虽小，却直接影响
着个体的感受和心情。微更新的
意义正在于此：它关注每个人的

需求，关注社会组织最小单元
——个人的情感需求。它就像城
市的毛细血管，最终构建起人与
人之间的紧密联系。

把社区中的微型空间利用好一直是刘羽云探索的方向。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