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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 新民印象

    当微更新成为风潮，申城老旧社区纷纷开启“逆生长”之旅。

看，小心思折射大智慧：一朵小花、一个铁架、一条步道，就能点亮心情。

闵行区水清一村的“小花”电线杆总能“萌翻”路人。创意源于设计师发现小区
里有一群绿植高手，于是便让小花小草调皮地“爬”上了围墙和电线杆，“网红”花

园因此诞生。对于黄浦区宏兴里的居民来说，新增的“共享晾衣场”解决了一桩心
事：除了晒衣之外，架上还能挂灯笼、吊盆栽。遇上晴天，漫步架下，能闻到阳光的

香味。徐汇区体育花苑的不少居民近来都爱“打卡”家门口的“七彩馨愿步道”。正
是这条彩虹步道，为运动人生增添斑斓的色彩。

看，老社区还有新潜力，因为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总让人牵肠挂肚。
塘桥街道的码头原是浦东大型停泊码头之一，这里也是国家级非遗“上海港

码头号子”的传承地。金浦小区在广场微更新时为突出码头号子元素，入口引入码

头工人雕塑，户外舞台扩建也考虑码头号子表演队的演出需求。每次演出，不仅本
区居民捧场，还吸引了不少周边社区居民驻足。一来二去，这里成了热闹的公共会

客厅。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丰裕里“老枝发新芽”，在淡水路 214弄，每块墙砖、每处
转角，都透着老上海风情。海派艺术家李守白受邀绘制了《母子情深》、《岁月留痕》

等作品。红墙砖依旧，老弄堂还多了一份艺术韵味。有住户点赞道：“没想到老房子
还有这么一天，真是将日子过成了诗！”

家，因为有熟悉的味道而备感亲切；家，也因为通向更好的未来而让人期待。

微更新的魔法就是把回家变成每一天最幸福的事。

申城老旧小区纷纷 开启“逆生长”之旅

北京东路的贵州小区入口处，凹凸设计的墙面既方便居民坐下休息，又能摆放宣传板等

物品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徐汇区体育花苑内，围墙、房屋、座椅、健身器材上的各式彩绘将建筑和周围景物 融为一体，行走其间如在公园一般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常德路近西康路一小区外， 一个垃圾房四周墙面画满玉兰花开的彩绘， 房顶还种上了绿

植，乍一看还以为是街头的大型装置作品呢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彭浦新村街道银都一村 94号楼内，金银花图案让人心情舒畅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水清一村内，路灯

上的卡通画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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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长桥街道体育花苑内，休息座椅设计别致，椅面上的彩绘鲜亮明快，富有运动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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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路贵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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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水清一村内，设计师借助明亮的撞色设计，让社区一改“冰冷”的形象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