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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改造，，让老小区开启““逆生长””模式

延伸报道

□见习记者 陈佳玲

“乐欢楼层”和“乐活空间”

大宁路街道在社区服务中心四楼设立了
“乐欢”层，为家长解决孩子放学后的托管问
题。老年人缺少运动休闲的场所，街道挖掘场
所资源，建设了“乐活空间”，让老人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运动指导。
除此之外，街道还结合公共服务设施规

划调研，一方面提升现有社区服务中心、为老
中心等服务阵地的辐射力度和服务能级，另
一方面不断挖掘社区场所资源，通过租赁、置
换等方式，继续布局公共服务站点。

“亲情停车券”

在大调研中，街道发现小区治理的瓶颈问

题也较为突出。如小区停车、宠物扰民、物业管
理、楼道堆物等方面，大概占所有问题的40%。
在大二居委会共宁小区，不少居民反映小区停
车紧张，子女开车前来小区探望父母，停车多
有不便。经多次协调，小区居民达成共识，80
岁以上的独居老人或纯老家庭的子女每月可
至居委会领取两张免费的“亲情停车券”，停
车无时长限定，但不能过夜。这项措施从去年
2月实施以来，常回家看看的子女明显增多，
获得居民点赞好评。“亲情停车券”制度现在
已经推广到上工新村、粤秀新村等8个小区。

“绿萝环保空间”

共和新路 1700 弄延长新村小区的“绿
萝环保空间”是大宁乃至全市的第一个“绿
萝空间”。设计者把垃圾外厢房的 4 个投放
口，全都改造为干垃圾和湿垃圾投放，并在

外厢房边加设了洗手池，方便居民对湿垃圾
进行“破袋投放”，无需二次分拣。看似是垃
圾投放站，实际上该空间还承担着区域示
范、指导、宣传、服务等一系列工作。
“绿萝环保空间” 的垃圾分类做法在

延长新村试点后，在大宁路 540 弄、延长中
路 451 弄等小区推广，都深获民心。截至
2018 年底，已完成们 22 个售后房小区，45
个垃圾厢房的标准化改造。“绿萝空间”开
设绿色账户 32096 户，其中有积分扫描活
跃卡为 30699 张；干湿垃圾桶总量为
47312 桶，平均每月 4000 桶左右。接下来，
大宁路街道正计划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
逐步落实小区物业垃圾分类收集责任制，
引进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提升商品房小区
分类效能，利用“两网融合”垃圾分拣站辐
射企业、学校等，全方位、宽领域、多手段达
到垃圾分类工作新要求。

对标精细化管理要求 “绣”出大宁品质
街道关于大调研的几个关键词

新闻背景

大宁路街道地处静安区中北部，
辖区面积 6.24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10 万人。 东西走向的广中路把辖区
自然分成南北两部分， 南部主要是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建设的居民住
宅区。 北部主要是原彭浦工业老区，
国有大中型企业众多。随着国有企业
体制改革深化，土地置换，一批高档
商品住宅小区完成建设，大量新上海
人在大宁安家落户。 一直以来，街道
都注重为全年龄段人群提供服务。进
入新的一年，大宁将继续紧抓城市环
境建设，推进"美丽街区、美丽家园"
建设工作，探索提升社区智能化管理
水平，对标静安成为"精细化管理示
范区"的新要求，把绣花般的细心、耐
心、巧心落实到城区建设的全过程中
去，绣出大宁的品质品牌。

让基层政府的钱花出声响

“通过大调研，老年人反映希望能有运动
休闲的场所。”大宁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马建超
告诉记者，为了满足老年人提出的这一需求，
街道将社区内一处出租房收回，出资改建，并
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从专业器材和健
身服务两方面入手，打造了老年人家门口的
专属运动中心。
在马建超看来，像这种非大拆大建式的

小微更新，可以让基层政府的钱花出声响
来。“小超市变成了健身房，进出通道旁的凉
亭变美了，墙边的绿化整齐了，居民们很容
易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些看得见的变化，
提高生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马建超介绍，自 2015 年开始，经过三年

的“美丽家园”建设，大宁的售后公房小区整
体形象和环境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和改
善。于是在去年开展大调研大走访的同时，街
道开始着眼于细处，采取分门别类、因地制宜
的微改造，针对每个小区的实际情况和不同
需求对症下药。

拉近邻里关系，提升居民幸福感

去年，大宁路街道共有 26个微改造项目
落地，形成了凉亭绿化、口袋花园、扶手加装、
狗狗便便屋、楼组改造、生态景观微改造等深
入民心的项目，切实改善了居民区居住环境。
“每个项目花费不超过五万元，小投入小改造
却让居民有很强的获得感。”马建超如是说。
位于共和新路 2301 弄的宁馨小区建于

上世纪 90年代，公共区域面积小。小区入口
处本有一座紫藤花凉亭，但亭内长期有人摆
桌子打麻将，好好的公共休闲场地被弄得乌
烟瘴气。大调研期间，居民们纷纷反映希望把
门口的凉亭“弄弄好”。需求是居民提出来
的，这些微改造项目也就天生带着民意，项目
推进的过程老百姓自然也很关心。参加听证
会、对改造方案提意见……居民们忙得不亦
乐乎，居民自治的力量也成了微改造过程中
的最大助力。以彩绘的方式让小区好人的故
事上墙，在绿化地里种上应季的花卉，让花园
时刻都保持春意……居民提出的好建议都被
一一采纳。

如今，宁馨小区的花园里每天都很热闹。
天气晴朗的日子，就会有老人三五成群地在
这里聊天晒太阳；早上和傍晚，都有不少居民
在这里锻炼；下午，象棋爱好者们也抱上棋
盘，在花园里感受对弈的乐趣；放学后，孩子
们也会在花园里嬉戏……微改造不仅拉进了
邻里关系，更切实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微改造设计大赛即将启动

老旧小区设施相对滞后，满足不了居民
不断提升的生活需求，既不伤筋动骨、又能令
人眼前一亮，微更新不失为增加社区活力的

上佳途径。尝到了甜头，大宁路街道今年还将
继续用好微改造这一良方。记者了解到，街道
目前正在筹备“我的社区我的梦”为主题的
微改造设计大赛，联合专业建筑设计单位，通
过线上、线下征集，征集社区微改造的优秀设
计、创意方案。大赛预计将在 2月底启动。
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只有让大家主

动参与进来，积极协商讨论，才能真正知道居
民的需求与想法，也能够汇聚居民的聪明才
智，与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对策才是破解问
题的“金钥匙”。“对于在大调研过程中，做的
好的案例，有效的措施，可复制，可推广的做
法，应及时总结，及时推广。”马建超如是说。

□见习记者 陈佳玲

每天上午 8 点半，位于静安区共和新路 1700 弄延长小区的“乐活空间”就开始热闹起
来。 “哟，已经没有空位置（器材）了。 ”居民张先生感叹道：“今天买菜，来得有些晚了，器材
都没空的了。 ”

这家去年年初开张的“乐活空间”根据老年人体质，配备了量身定制的心肺功能增强、
等速肌力训练、微循环促进的专业健身设备，如今俨然成为大宁社区中老年健身一族每天
必定“打卡”的地方。 “我们每天都来的，就跟上班一样。 ”李阿姨笑着说。

作为街道打造的全市首个家门口的适老型健身房，像这样的“乐活空间”目前在大宁
社区已经有五家。

乐活空间服务社区全年龄段人群 摄/新闻晨报首席记者 杨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