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引领、居民自治、社会组织

等专业力量的“加持”，是虹旭小区
成功治理乃至生境花园诞生的三个

“法宝”。 10多支小蚂蚁志愿者服务

队是虹旭人引以为傲的自治团队，

蚂蚁虽小， 却可以将很大的食物分

解后搬走，蚂蚁队伍整齐、有序、分
工明确。建设美丽家园，居民们目标

一致，共创和谐，永不放弃，这也正

是虹旭的志愿者队伍的精神内核。生

境花园的建造探索了社区自治、人文
与公共艺术融入等与社区生态空间

打造、美好家园建设相结合的新途径
和合作模式，体现多方资源共同合作

打造社区公共空间的创新机制。虹旭
小区近年来的治理经过不断的 “版

本”升级，居民的自治热情和素质也

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提升。

    上周在青浦培训， 对门就是江
南古镇朱家角。晚餐后兜了一圈，夜
色中的朱家角静谧安闲， 缓缓流淌
的河水两岸亮起暖红色的灯笼，映
照着白墙黛瓦，充满江南诗意。

如此美景，人却不多。一方面固
然因为这里是景点， 人流有其规律
和季节性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这
里还不够繁荣，人气仍有提升空间。

朱家角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的组成部分。 站在古
桥上不由凭栏畅想， 如能把这里的
生态优势转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优
势， 在有风景的地方把创新经济发
展起来， 未来这里的夜晚肯定是另
一番景象：诗意与时尚交织，传统与
摩登交融，生态与生机相得益彰……

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去处。

达成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 一
个地方要宜居宜业， 不但要交通便
利、配套设施齐全、营商环境体贴入
微，社会保障温暖人心，还要保持生
态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才是
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但想想就明白， 无论是跨区域
的交通网、跨省市的社会保障网，还
是跨流域的生态协同治理网……一
区一地、一省一市肯定无法完成，这
也是长三角发展到今天，“一体化”

显得格外紧迫的原因。当然，这还只
是一个小视角， 如果从国家发展的
大视野来看， 长三角一体化的成效
如何，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未来
经济发展格局。

去年 11月 5日， 习近平主席
在首届进博会上宣布， 将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不
久之后，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
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决定以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
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
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
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
域战略融合发展， 建立以中心城市
引领城市群发展、 城市群带动区域
发展的新模式。

国家战略绝非一时之计， 而是
千秋大业， 其背后必然有着深刻原
因与深邃考量。 当今世界面临前所

未有的大变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区域之间
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地表现为城市之
间的竞争，特别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
力的大城市、 特大城市之间的竞争。

而这些特大城市，往往都有着体量极
大的城市群作为支撑， 以更好地集
聚和分配资源，互补促进各自发展。

世界上已经形成公认的六大世
界级城市群， 包括美国东北部大西
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英伦城市
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 作为最年轻的现代化城市

群，长三角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何在不打破行政隶属的前提下，

打破行政边界， 探索区域一体化治
理与发展的新机制， 实现城市群之
间的充分分工合作， 不断提升大城
市的能级与核心竞争力， 同时让小
城市也实现“小而美”的发展目标，

这是“一体化”成功的关键。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纲要》。 很多人注意到，关于沪苏浙
皖四地分工，《纲要》明确“上海发挥
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

上海如何舞“龙头”？ 规划中说

得很清楚：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
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具
体而言， 包括提升上海大都市综合
经济实力、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贸易
枢纽功能、 航运高端服务功能和科
技创新策源能力， 有序疏解一般制
造等非大都市核心功能。

更重要的是，上海必须认识到，

在提升自己的同时， 还要用更大的
胸怀、 视野和格局， 把自身经济转
型、 全球城市建设与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进程结合起来， 把上海发展放
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

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放在
全国发展大格局中， 放在国家对长
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之中来思考谋
划， 为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高质量发
展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服务。比如，

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 肯定会出
现一些产业让渡， 甚至需要疏解一
部分非核心功能到周边地区， 这就
要求上海主动探索新的产业增长空
间，有舍才有得；又比如，在制度探
索上，上海要不断以“示范区”和“新
片区” 两个重点区域的建设为突破
口， 率先培育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
制度构建能力， 为整个城市群的发
展先行探路。

有人统计，在整个规划纲要中，

上海被提及 50次、 杭州 15次、南
京 14次、合肥 13次、宁波 11次、

苏州 6次、舟山 5次、嘉兴 5次、南
通 4次、芜湖 4 次、无锡 2 次……

这一方面说明了上海的地位， 另一
方面也说明，长三角一体化，上海不
但要善于做主角，也要学会做配角。

“龙头” 决定了整个城市群的高度，

但真正要舞得起来，还需身体强劲，

四肢有力，方能鳞爪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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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如何舞“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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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花园”的“前
世今生”

“秘密花园”经历了怎样的“前
生今世”？虹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吴

红萍说，这个约 300平方米的空地
曾经是外来人员聚集的违法搭建，

后来小区整治时把违建拆了。这片
偏于小区一隅的空地离西郊宾馆很

近，能不能借西郊宾馆良好生态的

“近水楼台”，建一个人与自然环境
互动的小花园？吴红萍的设想得到

了居民们的认同。在街道的支持下，
第三方专业机构大自然保护协会和

四叶草堂加入，专业的设计让人眼
前一亮：生境主题区、互动体验区、休

憩科普区三个区域把“行近自然、健
康生活和美好邻里”理念都涵盖了。

这里有树，有花，有草，有果，可以听
得见鸟声，看得见四季花朵，让居民

亲近自然；儿童玩耍区域、涂鸦墙绘
设计、种植体验箱、休憩小坐等相互

映衬，孩子可以尽情欢乐；堆肥箱、雨
水回收箱是对可持续生活的“畅想”，

种植花草所用的肥料就是小区居民
自己收集制作的堆肥，今后还将安排

居民互动体验活动，一起观鸟、认识
植物，一起堆肥种植、养护花园。

虹旭小区由一小区与二小区组
成，都是售后公房，共 1103户，常住

人口 3500人左右。环境老旧，老年

人多，外来人员多，居民的文明素质

整体不高。2015年 7月，虹旭小区
开始综合改造，居民区党总支在小

区进行“社区建设金点子收集”，党
员和能人带头献计献策，唤起了居

民对社区的关注。施工开始后，居委
让居民全程参与工程讨论、监督，通

过征询、听证会等让居民一同“头脑

风暴”难点问题。比如仅道路要不要

拓宽，就开了 5场听证会。至于楼道门
头改造、绿化品种确定、架空线入地

等等，所有工程都与居民协商在先，
大家真正体验了“我的小区我做主”。

把垃圾分类做成
有趣的事
整体环境变漂亮了，虹旭小区

开始了再提升的城市微更新、精品

小区建设，如打造花坊议事厅、微
园，建造大件垃圾堆放点等。居委会

还请美院大学生彩绘了虹旭二小区
20个楼组的门头，并让小区里孩子

一起涂色，参与社区建设。吴红萍

说：“人的行为习惯不会因为环境的
改变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引导。”当

居民对新环境赞不绝口时，党总支
顺势而为，制定了虹旭小区文明十

公约、大件垃圾封闭式管理规定、文
明养宠公约等 10多项社区治理公

约。令所有小区头疼的不文明养宠

问题怎么解决？虹旭小区出了蚯蚓

堆肥塔这个“奇招”：自来水塑料管

插在土里收集狗狗粪便，管口弯曲
让雨水杂物不易灌入，粪便投入管

中引来的蚯蚓可以“消耗”狗粪便，
产生的肥料还可以供给周边植物做

养分，这样形成了生态微循环。小区
共 26 个蚯蚓塔的点位根据狗主人

平时常走的遛狗路线设置。小区还
成立了 10多个小蚂蚁志愿者服务团

队，涵盖小区议事、邻里互助、爱心公
益等各个方面，不文明行为有人监

督，公共空间有人管理，以民主、有
序、乐观、团结、守望等蚂蚁精神为内

核的居民自治管理“虹旭模式”，一时

间成为居民口中的“网红”。吴红萍
说，“虹旭小区实现了从硬件‘更新’

到软件‘增能’的良性循环。”
垃圾分类开始后，虹旭小区又

把它做成了件“有趣”的事。小区购

置湿垃圾堆肥桶，湿垃圾和小区里

枯枝枯叶一同倒入堆肥桶，发酵成
为肥料，用于小区微园、瓶子菜园、

阳光花坊等微景观的绿植培育。堆
肥桶一次大概能“吃掉”60-80斤的

湿垃圾，有了自产的天然肥料，居民
的热情更高了，越来越多的人投入

到小区护绿队伍中。小区的睦邻廊

开辟了“瓶子菜园”，居民用废弃的
油桶等清洗后用来种植当季蔬菜。

瓶子“包产到户”，垃圾分类表现优
异的住户先认领，300 个瓶子摆在

架子上，长势喜人，成为小区一景。
两新组织和共建单位还认领了瓶子

菜园所需要的菜种、花苗、泥土等。
蔬菜成熟后，优先送给小区内的独

居老人，绿色环保的理念由此传递
出了暖心的邻里之情。

本报记者 袁玮

看长宁区仙霞街道虹旭小区如何把违建变成生态园

这个小区竟“藏”了个“秘密花园”

记者手记

小区“藏”了个“秘密花
园”。一个小小的池塘，可以
让附近的小鸟休憩喝水；长
长的尖顶昆虫箱是给小虫
子产卵、避风的小房子；一
个个木箱子里种下的草莓、
佛手已经成活，四周还有错
落有致的乔灌木草群；花园
中心铺着木质平台，为保留
一棵 20 年树龄的柳树，顶
上的遮雨阳光板为大树预
留了伸展空间，园子里还有
梅花桩、平衡木、跳房子等
亲子设施……

这个漂亮的“生态园”
是位于长宁区仙霞街道虹
旭小区的“生境花园”，住
在旁边的居民黄美华阿姨
高兴地说：“这里过去都是
外来人员集中的违法搭
建，脏乱差又不安全，现在
拆平搞了这么漂亮的小花
园。每天推窗而望，真是心
情舒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