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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风景如画的榜鹅水道沿岸，一栋 7 层楼

高的建筑人气满满。这里是绿洲台邻里中心，毗邻绿

洲轻轨站，四周的人行通道可直达附近住宅区。在建

筑内部，商店、餐饮、超市、托儿所、综合诊所等一应俱

全，可满足周边居民的各类日常生活需求。

新加坡超过 80%的人口居住在由政府规划兴建

的公共住房里，即组屋。作为组屋的配套商业便民设

施，邻里中心是居民生活的一站式集散地，通常设在

附近住户的步行范围内，方便人们汇聚而来。邻里中

心主要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承建，第一家建于 1967
年。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消费习惯的

变化，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不断对原有的邻里中心进行

翻新改造，并修建新一代绿色环保、功能多样的邻里

中心，为居民打造更宜居更便利的生活环境。

绿洲台就是新一代邻里中心的一个典型。“绿色

生活”“智能生活”等理念融入其中，引导居民践行更

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共享空间也在促进民众互动和

加强社区纽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走近绿洲台，郁郁葱葱的绿植遍布人行通道两

侧，沿着倾斜向上的坡道直达屋顶。屋顶的花园露台

可以俯瞰榜鹅水道，是居民享受美景、交流园艺的好去

处。园艺爱好者还可以在政府的指导下在这里种植水

果、草药、花卉等。楼宇内安装有感应灯、感应式风扇、

太阳能电池板以及雨水收集灌溉系统，节能环保。

进入绿洲台内部，1.8 万平方米的零售空间囊括

了众多店铺，为居民提供多种多样的购物选择。商

家可以通过政府的电子投标网站或政府指定的营销

代理租用商业单位。智能门店则带来新鲜便捷的购

物体验，比如综合诊所采用药房自动配药系统，省时

省力。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居民，绿洲台都有相

应的娱乐设施，如深受孩子欢迎的游乐场，适合各年

龄层的健身角等。绿洲台底楼还专门设计出将近

900 平方米的社区广场，并安装有电子屏幕，可供居

民举办各种活动。

家庭主妇朱玛力在绿洲台附近生活多年。在这

个邻里中心开张前，她要步行很远去其他地方购买

生活用品，“绿洲台为附近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孩

子们也很喜欢这里”。

为了鼓励创业，绿洲台还推出“创业试行”的开

放式店面，让年轻人以更低租金在这里尝试创业。

原本在网上售卖花卉的榜鹅居民陈女士在绿洲台开

设了一家实体店。她说：“差不多大小的店面，这里

的月租金比其他商场便宜很多，为年轻的创业者提

供了很大支持。”

为保持邻里中心的活力，提升店铺竞争力，吸引

人们前来消费，新加坡政府还推出商店提升计划，并

经常与当地商联会合作组织促销活动。根据提升计

划，邻里中心注重引入新零售、新理念。为促进零售

商实现数字化，提升购物体验，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专

门面向零售商和消费者各推出一款应用程序——商

家可通过应用程序分享最新的产品与促销资讯，未

来还可以线上更新租约、追踪销售业绩等；消费者可

以在应用程序里查看商品详情，用消费积分换取奖

励，请商家预留商品等。

目前，新加坡政府在组屋区建设了 100 多个邻里

中心，平均每个邻里中心可服务 5000 至 6000 户家

庭。在绿洲台邻里中心，经常能看到一家几口其乐融

融地在美食广场就餐，老人们坐在绿荫环绕的花园露

台悠闲地聊天，孩子们在游乐场欢乐地奔跑，来往购

物的人络绎不绝，居民在社区广场上跳舞……“邻里

中心旨在加强社区互动和联系，是组屋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新加坡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介绍。

新加坡——

“邻里中心”服务大众
本报记者 刘 慧

图图①①：：巴黎伏吉拉尔社区的一处绿地巴黎伏吉拉尔社区的一处绿地。。

图图②②：：在巴塞罗那一个超级街区在巴塞罗那一个超级街区，，当地居民在当地居民在

公共空间活动公共空间活动。。

图图③③：：巴黎杜埃街增设自行车道巴黎杜埃街增设自行车道。。

图图④④：：新加坡榜鹅绿洲台邻里中心新加坡榜鹅绿洲台邻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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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埃家住法国巴黎十五区，读小学三年级。每

周六从上午 10 点到晚上 7 点，他都会去家附近的埃

默里奥小学参加课业辅导或体育活动。诺埃并不在

这里就读，不过根据巴黎市政府推出的“15 分钟巴

黎”规划，他可以在周六报名参加社区附近的开放学

校活动。埃默里奥小学距离诺埃家步行只需 10 分

钟，家长接送很方便。

“15 分钟巴黎”规划由巴黎市市长安妮·伊达尔

戈在 2020 年初推出。根据伊达尔戈团队绘制的示

意图，巴黎不再被分成特定的生活区、工作区、娱乐

区，而是每个社区都成为一个综合体，居民可以在家

附近找到教育机构、工作场所、餐厅、公园、医院等，

只需步行、骑行或乘坐公共交通 15 分钟，就能满足

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伊达尔戈表示，“15 分钟巴

黎”规划是一种生态化的城市转型，不仅便利人们的

日常生活，还引导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

巴黎市政府官网刊文指出，“15 分钟巴黎”的总

体思路不是系统地构建新社区或在某个特定区域安

装新设备，而是改造现有场所，使其可以开展更多活

动。这种空间的转变可以围绕学校、文化场所和公

共区域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规划、引导和协

调尤为重要。因此，2020 年 6 月，伊达尔戈任命卡里

纳·罗兰为“15 分钟巴黎”事务专员，同时分管城市

文化事宜，持续推进这项规划。

按 照 规 划 ，学 校 必 须 位 于 规 划 区 域 的 中 心 位

置。学校不再只是学生上课的地方，还将在没有教

学活动时向学生或附近居民开放。 2021 年 1 月 23
日起，巴黎 10 余所学校开始在周六开放，有的像埃

默里奥小学那样为学生提供课业辅导，有的则成为

附近居民进行体育和文化活动的场所。同时，通向

学校的街道也被翻新成步行区，并在街边增加树木

和长凳。罗兰指出，这一名为“绿洲庭院”的项目由

政府同学校、社区、交通部门等反复沟通协调，才得

以逐步推进。

针对很多法国家庭的痛点——教育和课业辅

导，“15 分钟巴黎”提出在社区成立“社交体育俱乐

部”，发挥多重功能。在住所附近的俱乐部，父母和

孩子可以免费进行体育活动，也可以享受托管服务

或家庭作业辅导。此外，巴黎市政府还提出一系列

便利和丰富居民生活的规划：继续挖掘街道和花园

的功能，开设运动课程、开发免费户外场地；搭建社

区“艺术平台”，在巴黎主要文化机构的指导下拉近

居民同艺术的距离；在社区部署“市民信息亭”，居民

可以在此寻求帮助、提出建议，并直接同市政官员或

相关负责人进行对话。

“15 分钟巴黎”将延续巴黎市政府绿色无车化

的构想。此前，巴黎市政府斥资 3000 万欧元对巴黎

7 个主要广场进行改造，车来车往的交通枢纽巴士

底广场是其中之一。改造后，巴士底广场成为供市

民休息和娱乐的“绿色广场”。巴黎市政府还计划在

2021 至 2026 年出资 2.5 亿欧元，用于增设自行车道

和自行车停车站等，助力巴黎无车化目标。

工作场所、住宅和商店的距离逐渐拉近，汽车专

用道让位给公园……在“15 分钟巴黎”规划顾问、巴

黎第一大学教授卡洛斯·莫雷诺看来，这将使人们回

归更简单的生活方式，把原本的通勤时间用来与邻

居朋友相处，既增加了居民的幸福感，也有助于应对

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

莫雷诺同时指出，“15 分钟城市”必须因地制

宜。“作为一座国际化都市，巴黎城市发展并不均

衡。推进‘15 分钟巴黎’建设，需要对经济活动、居

住地和工作场所等进行重新平衡。”莫雷诺说，尤其

是住宅附近需要建设办公楼、商店、医疗场所等更多

配套设施。罗兰也表示，巴黎有不少发展不平衡的

街区，这些区域社会福利住房多，而商店和社区设施

则相对较少。

巴黎市政府目前正积极推进公共住房建设，希

望在 2030 年前使其比例达到 30%。伊达尔戈提出，

将在一些就业机会较少的社区附近增加办公空间，鼓

励人们在居所附近办公，开拓共享办公空间和远程办

公。“‘15 分钟巴黎’规划不可能一蹴而就，按计划将

先在试点地区实行，在同社区居民充分沟通后提供必

要的服务。人们将因此拥有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

这将重塑我们的社会结构。”罗兰说。

法国巴黎——

“15分钟巴黎”重塑城市生态
本报记者 刘玲玲

近日，西班牙房产机构发布 2021年

房产市场报告显示，巴塞罗那 2021年办

公租赁市场回暖加速，虽然尚未恢复到

疫前水平，但租赁总面积相比 2020年提

升了 60%，其中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

22@区办公租赁面积占比达 15%，成为

带动办公租赁市场回暖的主力。

走进位于巴塞罗那东北部的 22@
区，会发现这里既是办公区，也是居住

区。企业、住宅、商铺、教育研究机构

等各功能设施并存，学校、社区中心和

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应有尽有。

“现代城市规划过于集中化和功能分

区化，导致人群的聚居和大规模流动，

这在大城市中尤为明显。”西班牙巴斯

克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伊萨斯昆·阿

塞吉诺拉萨指出。与之相对，近年来

兴起一种紧凑型城市规划，即在一定

居住范围内实现城市多种功能的融

合，22@区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22@ 区 曾 是 一 片 废 旧 工 业 区 ，

2000 年，政府决定对这片区域进行改

造，以吸引高新技术和文创产业集群，

实现当地产业升级。20 多年来，22@
区吸引了超过 1 万家企业，创造超过

15 万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22@区避免建设成单纯的办公

区。在改造旧建筑、升级基建的基础上，这里建设了大量住房

尤其是政府限价房。改造后的 22@区从空间上模糊了工作

与居住功能的划分。

目前，巴塞罗那市政府正在开发 22@区北部区域，为了

保持复合街区模式，未来这里将不再允许新建酒店等旅游住

宿设施，同时扩大住宅用地面积，增加限价公寓和廉租房供

给，吸引更多居住人群。

相较于 22@区这样的重建区域，成熟完善的城区往往无

法进行大规模重建，对原有空间架构进行重组就成为可行

之举。2003 年起，为解决交通污染问题，巴塞罗那开始试点

“超级街区”。具体做法是将几个相邻的方形社区整合成一个

大街区，禁止大货车和非居民私人车辆入内，其他车辆进入时

严格限速。同时，街区内尽可能缩减机动车道和停车位，改造

为公共活动区域或绿地。

这一交通污染治理方案也是一次便民化改造的有益尝

试。以试点的新村“超级街区”为例，改造后，内部 4 个十字路

口开辟出 4 个总面积达 2000 平方米的公共活动空间，不仅居

民可以在此组织各类文娱活动，一些文化艺术机构也经常来

举办展览。这进一步拓展了街区的文化功能，丰富了居民生

活，也活跃了商业。自 2016 年建成以来，新村的商户数量从

65 家增加至 85 家，商铺销售量增加了 30%以上。

“在便民化改造过程中，社区所能提供的服务根据其位置有

所不同。”西班牙城市规划师埃尔南德斯·阿哈表示，以市中心为

例，日常便民设施的紧迫性远大于足球场等大型体育设施。因

此，在社区改造中，要根据各区域不同情况进行政策引导。目

前，巴塞罗那市政府计划将“超级街区”拓展至市中心，将 21条街

道改为行人优先街道，创造 21个街区公共活动空间。政府还计

划对这些区域的商业业态进行管理，根据社区范围内各类商铺

数量决定是否发放新执照，以避免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出现传统

商业形式消失的现象，保证服务多样性，便利居民生活。

阿塞吉诺拉萨表示，疫情防控期间，随着远程办公增多，工

作地点的去中心化发展迅速，通勤带来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

等问题有所缓解，上班族在住所附近的活动频率增加，对社区服

务业起到促进作用。为顺应这一趋势，22@区一家企业推出复

合式共享办公服务，建筑内融合办公室、餐厅、健身房、图书馆和

花园等，可以满足办公、社交、休闲等多种需求。

复合街区模式在疫情防控期间展现出的韧性，吸引西班

牙其他地区争相效仿。例如瓦伦西亚市的瓦拉德库瓦特工业

区改造项目就借鉴 22@区模式，在吸引高新技术和初创企业

入驻的同时，致力于打造 15 分钟生活圈，以实现办公、居住、

生活设施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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