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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角落

的这种机制，和童明所说的制度创新，其实正是上海在城市微

更新工作的关键探索，同时也是多元化参与城市治理的生动体

现。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已经实施五年的

“行走上海——城市空间微更新计划”在规划管理上的创新，

也是一种多方合作模式的试验。为了更精细化地提升社区空间

品质，吸纳更多在地公众的意见成为必然。

“微更新计划”重视有效沟通平台的建立，且目标定位非

常明确，即服务有迫切更新需求的社区公共空间，结合它们的

建设计划，更加精准地对接社区居民的真正需求。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以下

简称“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不仅与相关的区规划资源部门、

街道沟通，落实建设资金，保障项目的最终落地，还与基层工

作者、社区居民及设计师、艺术家充分交流，通过发放试点需

求问卷、开展见面会等方式，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居民的意见，

积极践行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杨柳青驿站的创意设计征集大赛举办之前，上海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曹杨新村街道、上海市园林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联合组织公众意见征询会，以共商需求、

共绘蓝图、共建家园的工作模式，听取居民代表对驿站功能的需

求和看法，居民同样也参与到了方案的征集和评选。

微更新促进共建理念形成

华富社区的改造同样有着居民的积极参与。 

华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华介绍：“我们居委会挨家挨户

地去做工作，每次改造规划设计效果图方案出来以后，先要去

收集居民的意见，把将来的规划，细化到安防监控的每一个点

位给老百姓交代得清清楚楚。设计方案为此几易其稿。”

 “社区改造好了，乱停车没有了，乱摆摊的小商小贩没有了，

每个人都从中受益。通过环境的建设与改变，原先的四个小区

融合在了一起，让居民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理念。只有形成这

种共建的思想，才能实现一个社区以至于社会的真正融合发展。”

张华说。

社区改造后，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需求和欲望一下子就旺

盛起来了。如今的华富邻里汇，每逢举办活动，社区微信群里

几乎瞬间就被秒光。“邻里汇是个载体，和微信群空间一样，

让大家能够聚在一起，陌生邻里之间有了互帮互助、惺惺相惜

的那种感觉，大家的邻里关系也好了，人也和气了，进出都打

招呼了。“张华说。

社区共享公共空间的建立，“让陌生人有充分的机会成为

熟人”，人们所共享的还有共同生活场景及生活经历，促使人

们产生相互认同，并形成人们情感上的纽带。

微更新是城市改造的新模式，也让老旧的社区重新焕发出

人文魅力，植入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功能，变得更有温度。2021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开幕时，上海发出《“15 分钟生活圈“行

动上海倡议》，进一步强化“社区生活圈”顶层设计，结合“上

海 2035”蓝图，进一步扩大上海“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覆盖规模。

上海众多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或正在进行着微更新，在这个

过程中，或将产生更多类似华富邻里汇和杨柳青驿站这样的“上

海智慧”“上海方案”。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杨柳青驿站改造设计图。 旧房属于企业，街道与企业合力推进改造。图片提供 /“热气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