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下午 4 点，家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

区锦城街道南苑小区的潘霞都会准时出

门，来到小区的“接娃等候区”等待小孙女

放学。等候区其实是小区的一处口袋公

园，虽然面积不大，但满园秀气，景观别致，

还配备了石凳、健身器材等休闲设施，是小

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这 样 的 口 袋 公 园 在 小 区 里 还 有 好 几

处，都是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实现了公共空

间的再利用。这样的改造成果，也是杭州

老旧小区改造的缩影，自 2019 年启动老旧

小区改造提升以来，杭州累计新增养老托

育、文化活动等公共服务场地约 13.5 万平

方米，其中新增养老服务及托幼场所 75 处、

2.9 万平方米，健身活动场地及设施约 13.7
万平方米，新增口袋公园 627 处，新增健身

步道 40 公里，加装电梯 1257 部。

征求居民意见
有效利用空间

“空间有没有，在哪里，如何规划利用

好老旧小区的有限空间？这 3 个问题贯穿

于街道‘旧改’的全过程。”锦城街道党工

委书记徐强说，2019 年，临安区启动新一

轮老旧小区改造，南苑小区成为首个改造

工程。

“南苑小区建造年份早，部分设施老旧，

空间得不到有效利用。”徐强介绍，在改造

前，街道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希望有针对性

地改造，让有限空间得到最大化利用。

“经过几轮征求意见，我们集中了社区

居民的几大诉求，比如老年人多，养老服务

是难题；孩子们缺少游戏空间等等。”新民

里社区书记王颖回忆，有了需求，改造也明

确了方向。

2019 年 11 月，街道将社区科普馆改造

成社区老年食堂就餐点，在街道纪工委全

过程监督下，委托第三方餐饮企业运营管

理，每餐只需 5 元，一荤两素一汤每天不重

样。不仅如此，还将小区公园和活动室打

造成民生综合体，加入了日间照料、托幼托

管等功能。而过去的一些垃圾投放点或者

杂物堆，通过移除并改造，安装了活动式隔

离栏，请设计团队打造成口袋公园或儿童

乐园，既打通小区微循环，又为孩子提供了

娱乐场所。

前不久，锦城街道融合现代社区建设

理念，又打造了新的物业服务品牌，设立了

2 个服务中心、6 个服务驿站，将服务于锦

桥、新民里、胜利等 7 个社区共 32 个无物业

小 区 2354 户 居 民 ，配 置 物 业 服 务 班 组 34
人，落实客服管家、保安、公共区域保洁和

公共维修等基础服务内容。

小区资源共享
化解供需矛盾

“连个休闲场所都没有”“停车太难了，

外面进不来，里面出不去”……在过去，临

平区东湖街道海珀社区党支部书记蒋建伟

接到过不少投诉和埋怨，让他和社区干部

感到抱歉又无奈。

“不是不想改变，主要是社区用地实在

紧张，就连社区办公室都是临时租用隔壁

映荷社区的空间。”蒋建伟解释，社区下辖 4
个小区，生活着 3700 户 9000 余人，但卫生、

教育等公共资源一直都是短板。

“由于前期规划阶段缺少前瞻性，再加上

设计不合理，导致社区供需矛盾逐渐凸显。”

蒋建伟说，其实同样的问题，周边几个社区也

有，“我们了解到，小林社区虽有万宝城商业

综合体，但缺少托育养老场所，映荷社区有菜

场，但缺少公共活动区域，我们有托育中心和

休闲绿道，但缺少配套服务空间，如果社区能

共享利用，刚好可以补足短板。”

将问题反馈给东湖街道，在街道党工

委牵线搭桥下，多方力量整合，打造社区服

务“联合体”。面临同样的需求与困境，3 个

社区一拍即合，在 2021 年 4 月开始开展“海

珀争先三社联创”行动，通过党建共建实现

资源共享，打破原有彼此孤立的旧格局，让

曾经的“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如今，海珀社区的托育中心成了社区

居民带娃的首选场所，小林社区拿出 2100
平方米空间建成 3 个社区共用的“邻里中

心”，映荷社区的老年食堂为周边老年人提

供了餐食保障……

不仅如此，借助社区所在临平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优势，园区企业也纷纷鼎力相

助：老板电器赞助了各公共场所改造中的厨

电设备；勇电照明承包了滨水绿道改造的夜

景灯光；万宝城商城为社区居民一次性拿出

60个公益车位和 500个错时车位……

走进小林社区的邻里中心，72 岁的吴

仙娥正在剪毛衫线头，“社区帮忙找的零

活，和老姐妹在一起聊天干活，还能赚点零

花钱，蛮好。”到了饭点，吴仙娥又相约几位

老人，来到位于映荷社区的老年食堂吃顿

饭，一荤两素只需 8 元，实惠又好吃。

如今，3 个社区相继整合了邻里、服务、

教育等九大场景资源，包含幼儿托育、居家

养老、公共健身、公共科教等服务内容，公

共服务场所面积增至 7000 余平方米，直接

受益居民 15768 人。

保护历史风貌
打造文化场所

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15 分钟品质文

化生活圈”，家住拱墅区拱宸桥街道的居民

潘素华，在线上预约了家附近“桥下空间”

艺术空间的一场展览，这样的文艺活动，让

她退休后的生活也过得丰富多彩。

潘素华的家就在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的

敬胜里，今年 6 月，经过老旧小区改造，这里

的面貌焕然一新。不过，桥西社区党委书

记项政坦言，相比于其他社区，桥西社区在

老旧小区改造时还需兼顾历史风貌保护，

大力挖掘文化属性，压力不言而喻。“以前

群众经常反映，家在景区里，却没有进行文

化活动的场所，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满足大

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

但桥西社区本就面积有限，再加上历

史保护等因素制约，想要拿出大片面积打

造文化空间简直难上加难。一筹莫展之

际 ，横 跨 大 运 河 的 登 云 桥 进 入 了 社 区 的

视线。

“有次在征集群众意见过程中，有居民

提议能否利用登云桥下的废弃桥洞空间，

这倒是给我们旧改提供了新思路。”项政

说，在过去，登云桥下的空间主要作为仓储

功能使用，阴暗潮湿，周围灌木丛生，市民

游客只能止步于此。

桥下空间行不行？怀着忐忑的心情，街

道和社区展开了探索和论证，在与杭州市城

管局开展多轮沟通后，最终将用于仓储功能

的 1500 多平方米和引桥两侧的 500 平方米

空间彻底打开，授权给街道免费使用，让居

民游客多了一个休憩参观的小广场。

同时，社区通过引入第三方运营机构，

还顺势打造了民办博物馆——大运河紫檀

博物馆，带动了桥下空间的艺术改造。“经

过改造，空间内增设了 22 个全景玻璃展柜，

对原本凌乱的沿河绿化也进行整体提升，

同时因地制宜增设近 300 米的‘鲁班尺’步

道，贯通整个空间，被当地媒体称为‘最美

桥下空间’‘24 小时不打烊的博物馆’。”博

物馆相关负责人说。

根据计划，“十四五”期间杭州计划开

工改造老旧小区不少于 1000 个。“我们将坚

持以群众需求为中心，连片谋划公共服务

设施布局，共享区域内的公共空间和配套

服务，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杭州市建委相

关负责人严岗表示。

近年来，浙江杭州盘活社区空间、提升公共服务

改造老旧小区 满足居民所需
本报记者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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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浙江省杭州市在老旧
小区改造过程中，坚持以
群众需求为中心，连片谋
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通
过广泛征求居民意见、整
合多方服务力量，充分利
用社区空间，丰富社区服
务供给，努力提升居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

■有温度的举措 暖民心的行动R

本版责编：李智勇 白真智 徐 阳

“酸甜的黄皮果、爽脆的红杨桃、软糯的番

石榴……咱们新安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乡。”说

起 镇 里 盛 产 的 水 果 品 种 ，孔 令 辰 总 是 滔 滔 不

绝。作为广东省农业农村厅驻化州市新安镇乡

村振兴帮扶工作队队长，如何让小水果长成“致

富果”，一直是孔令辰牵挂的事。

作为发展产业的“明白人”，孔令辰带着工

作队按照“百果飘香”产业发展思路，多措并举

推进水果产业提质增效：首先强规划，协调省农

科院等科研机构专家团队进村定规划、授技术、

引新品，在新塘村、新安村两个村规模化种植红

宝石青柚、香水柠檬等特色优质品种 1500 多

亩。二是亮品牌，争取帮扶资金 100 万元构建

水果品牌体系，提升特色水果市场知名度，小水

果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

“借助帮扶单位力量，技术、资金等滋润沃

野田畴。”孔令辰说，通过嫁接专家资源，持续优

化水果品种和产业结构，黄皮果、番石榴、红杨

桃等一批特色优势水果成果“出圈”，成为网红

产品。目前，新安水果种植面积已超 7 万亩，年

产值超 13 亿元。

延伸产业链，让小水果带来大效益。眼下

孔令辰和工作队员正在为加快推动水果精深加

工厂建设奔忙，筹措打造青年创业孵化园和百

果飘香产业研究院，为农民提供水果加工、技能

培训、电商物流等服务。好的服务引得一批涉

农企业在新安落地，带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积极协调引入水果加工销售企业，提高农

产品的附加值，有效打通农产品与市场衔接渠

道。化州市橘安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钟见文来

到新安镇红光村，创办“化橘安”品牌，发展优质橘红深加工的橘红

茶。在企业带动下，红光村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每年收购 40多吨橘

红，每斤收购价上涨近 1元钱，乡亲们发展特色种植的积极性更高了。

如今在新安镇，水果能吃还“能看”，百果飘香开出“美丽经济”之

花。秋日里，美丽村庄与各色果树相映成趣，不少游客进果园采摘游

玩。“尝甜蜜百果、游美丽新安，以果为媒带富更多乡亲。”孔令辰说，今

年，新安镇推出“甜蜜新安”农旅融合线路，还设置“水果集市”，邀请种

植合作社、企业、采购商等线上直播推介，提升新安水果的知名度。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让良好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为

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孔令辰带着工作队从乡村规划入手，发起

乡村振兴擂台赛，晒幸福、比干净，推动乡村面貌大变化、颜值大提

升，筹集 233 万余资金用于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的孵化器。

“从脱贫攻坚战场到乡村振兴新征程，从小处着手，踏实做好每

一步，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一直在路上。”孔令辰坦言。在新安，这

个距离广州约 400 公里的粤西小镇，孔令辰又开始新的奋斗征程：

“工作队将推动‘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打造美丽乡村风貌

带，带动发展民宿、商贸、旅游等业态落地生根，一棵棵果树将长成金

字招牌，乡村更有吸引力，乡亲们在家门口乐享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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