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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刚在熙攘的社区菜场买完菜，就拐进充满艺术

感的街区品饮一杯精品咖啡，然后走上几步，悠闲地

在口袋花园散个步，沿路顺便打卡公共创意设计作

品，发个朋友圈，这是现在上海不少街区居民寻常生

活的一幕。在国际设计之都上海，小而美的 15 分钟

生活圈星罗棋布，处处充满设计创意的巧思，让家门

口的社区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编者

“15分钟生活圈”处处“偶遇”设计巧思
◆ 琳 恩

    上海 2035总体规划在全国率先提出打

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在市民 15分钟步
行的范围内，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宜学、

宜养”的社区生活圈，努力推动实现幼有善
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

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自 2019年起，上海
选取 15个试点街道全面推动“社区生活圈

行动”，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重要理念的“大城小圈”建设由此拉开
了大幕。目前，全市已完成 180余个项目落

地，一批社区整体成效显著。
而在其中，上海积累多年的设计创意的

资源和实力得以“大展拳脚”，“老破小”焕然
一新，边角料地块焕然新生，一个个创意巧

思的落地，让历史与时尚在一方小天地中共
舞。烟火气与艺术创意气质的深度融合与实

时穿越，在彰显上海海纳百川海派文化的同
时，更圈出“人民城市”美好生活新样貌。

迈步出门就是“诗和远方”

15分钟，要让老工人新村的社区居民
走出“从家门口到世界的距离”，迈步出门就

是“诗和远方”，这件事情乍听犹如“天方夜
谭”，但在聚集了上海不少老工人新村的杨

浦区四平社区，15分钟的步行范围内，“衣、
食、住、行”不仅仅样样齐全，居民在遛娃、休

闲时还能“顺便”欣赏艺术展览，参与一场未

来生活实验。
位于四平社区的苏家屯路，短短 100米

林荫道上散落着不少创意雕塑、城市家具，
奇形怪状的座椅、钟楼、滑梯等成了居民天

然的“游乐场”；阜新路上，原本只存在于设

计师和普通居民的头脑中的想象画面，变成
了现实中的独一无二的装置；抚顺路上，沿

街商铺经过改造，变身为画着巨幅墙绘的白

色睦邻中心，吸引不少人来打卡体验。抚顺
路上，全新的“动物游乐园”充盈着孩童的欢

笑。行走在四平的街区内，每走一段路，就能
“偶遇”一个创意空间。

“我们希望让四平社区的生活圈变得立
体化，让居民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设计创

意的气息无处不在，让人们沉浸在市井烟火
气中体验艺术和创意。”毕业于同济大学设

计创意学院的四平街区设计师朱明洁，为了
做好这个项目，之前常背着相机在这片社区

中行走，一边走还一边不时思考，哪个角落
可以增设城市家具，怎么样才能将老街区的

公共空间串联成一个完整的“创意带”。经过
种种尝试和探索，朱明洁和团队设定了“走

走坐坐”的体验主题，让居民跟着导览走一
走，探索社区的设施、空间和服务，坐一坐，

接触并感知融于社区中的创意，从而使得老
社区呈现出多元的设计“表达”。

长宁区新华路街道是全市率先开展“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规划试点的街区，这

里的“微更新”成就也颇有口碑。位于新华社
区青年中心旁的新华路口袋公园就是其中

的典型之一。7月末，水石设计的设计师们
第一次走进场地，看到的是半米高的野草，

经过和街道的讨论，他们决定，不仅要把这
片“野草丛”变成服务周边社区的口袋花园，

也要赋予其街头展廊的功能，以此激活城市
的“边角料”空间。

于是，在这里，水石设计引入了植物系

统，设置了耐候钢入口，在内部弄堂两侧墙面
上设置了镜面不锈钢，犹如一个荧幕，反射记

录植物一年四季的变化。人们在这里与镜面、
植物形成了奇妙的互动。不仅如此，部分镜面

还是可旋转的，转过来，镜面就成了一块块可
更换的展板。而人们用手机扫描展板上的二

维码，还可以进入线上的数字展览空间。一片
小公园就此谦卑自然地介入城市街景中。

这样的例子，在上海的社会中比比皆
是，在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昌四与昌五小区

之间，有一条修长地带，曾是藏污纳垢、“被
遗忘”的边角绿地。经过设计师吴帅团队几

个月时间的改造，尽管投入资金不多，但如
今，这里已经成了富有江南园林一唱三叹意

境的公园，曲折廊道、透空花格砖，如同街边
展开的绿色画卷。因为取名“月半湾”，周边

居民便亲昵地将这个家门口的“小确幸”称

作“胖弯”。
而沪东街道的“暖亭”项目，则将原先人

们“嗤之以鼻”的老旧公厕，设计改造为兼具
厨房、书房、客厅等超多复合功能的居民共

享生活空间。青年设计师孙轶家在此项目中
化身社区“梦想改造家”，在“螺蛳壳里做道

场”，充分调动空间适度动静分离、室内外空

间融合、空间全面开放的设计理念和手法，
不仅将“暖亭”完全融于社区环境中，更是打

造出了上海第一座已建成的白色清水建筑。

亲民是设计的“终极硬核”

事实上，给予设计师们为城市“灰空间”
施以魔法的灵感和底气，除了他们的专业素

养之外，更多的是来自社区居民、普通百姓
的支持和建议。

“设计不是阳春白雪的曲高和寡，而是
要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地向生活学习、向人民

学习，这也是作为一名青年设计师必经的历

练。”为了做好“暖亭”项目，孙轶家先听百姓
的意见。他和团队发放了近 500份调查问

卷，回收的 300余份有效问卷成为他们展开
设计的根本依据。由此，他和团队才确定了

“暖亭”设计全龄段、多时段、多元功能的室
内共享空间定位，并在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多

次与居民实地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之后，
孙轶家得到了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继最近

完成了“金桥曹家沟活力绿道”的设计，他还
在主持花木街道“the DECK | 由由公园”等

项目的设计。
实际上，不只是孙轶家，在构造“15 分

钟社区生活圈”的过程中，和居民反复沟通，
征询他们的意见，成了设计师必须完成的功

课。用一位社区设计师的话来说，居民发出
的任何关于社区生活的只言片语都值得被

倾听。
“现在，社区已从一个‘消费末端’变为

‘创新源头’。”就像同济大学副校长娄永琪
所说，基于对居民需求的挖掘，设计出现前

所未有的产品、服务、体验和系统。
“白纸上画图”的时代一去不返，未来，

上海的城市发展，更多的是基于“老底片”的
修补、改造、重塑。“微改造”可能比平地起高

楼有更多难点，但凭借着百姓的力量、居民

的建议，设计师们才有了迅速将这些难点、
痛点一一击破的信心和勇气。“15分钟社会

生活圈”处处都能“偶遇”设计巧思，处处都
是人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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