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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更新”从一个设想

到设计方案的诞生，到最终

照进现实，街道、社区、设计

师们的努力和付出迸发出越

来越多的火花和亮点，也引

来了许多“发现者”的探秘。

其中，钱江晚报全程跟进并

前后三次大幅报道，并出现

在了“ 浙江卫视”的画面中。

“相较其他，这种‘上下联

动’的模式充分调动了大家

的参与性。”黄苏萍表示。

不过，也有不少居民担心，这

会不会是一阵风——“新鲜

一阵子，过一两年又‘涛声依

旧’了”。

对此，黄 苏 萍 告 诉 记

者，跟安道设计公司合作的

“微更新”将持续三年，实

行三年行动计划。每年社区

都会联合安道设计公司专

业的设计总监和设计师们

对小区能做微更 新的点位

进行协商改进，让社区的老

旧空间持续焕发生机，更让

居民在家门口看得见、摸得

着，在更新中感受到变化、

体会到幸福。此外，微更新

项目完成后，后期社区会持

续跟进，会安排专人一周一

巡查，及时查漏补缺，杜绝

安全隐患。同时社区会加强

更新后社区内部的运作和

更新后的维护工作，建立居

民的自治和维护，靠居民自

治来建设维护，形成可持续

的自主更新模式。

彩虹色导航、金属“传声筒”、加固加多的休闲凳……

米市巷街道“微更新”让居民感受

本报记者 黄冰  

社区，让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8月6日，历时近一个月时间，由米市巷街道和安道设计公司

所做的“米市·家”社区“微”更新活动，在大塘新村揭开了面纱。在没有大拆大建、没有妨碍居民正常生活、没有

破坏小区原有的时光记忆点的情况下，只有“微整形”的大塘新村仿佛重获生机，不仅公共服务、环境卫生、配套设施

有了大提升，更让居民有了满满的幸福感。

街道与安道设计共同“发声”  发现老小区“新”潜力
“改造的目的，就是想通过

渐 进 式的 微 更 新改 造，力争 使环

境更美好、设 施更齐全、功能更完

善，还要让小区居民处处感受到幸福

感。”街道办事处主任黄苏萍告诉记

者，早在年初，街道就有逐步改造老小

区的想法。大塘巷社区是米市巷街道下

辖的一个典型的老小区，建造于7、80年

代，常住人口7000人左右，其中60岁以上

老人约占社区总人口32%，是一个位于古运

河畔、住宅楼相对集中的老龄化社区。

“微改造要的是‘一区一策’，我们想

通过改造既达到满足居民需求，又能让小区

‘潮’起来，安道设计是最好的选择。”据

悉，作为街道的“老企业”，安道设计公司

已经与米市巷街道并肩走过了14个年头，作

为一家新三板上市的景观设计类企业，安

道公司设计在杭州设计了万科中央公园、下

沙湿地公园综合体、龙湖时代天街、远洋乐

堤港等综合体。“安道设计公司每年都会举

办夏令营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届，会吸引许

多国内外优秀设计学院的大学生参加。”黄

苏萍说，尽管改造老小区是安道设计全新

的一次尝试，但多年来街道为企业排忧解

难，所以这个“橄榄枝”他们还是毫不犹豫

地接下了。

据悉，首次的“微更新”，街道十分重

视，多次参与大塘新村的实地考察和设计

方案的修改。而安道设计也是如此，不仅

派出资深设计总监带领50多个国内外顶级

设计院校的优秀学生，还扎根大塘新村半

个月。在设计师的眼里，一些极不起眼的地

方都可以再利用，比如树荫下的环形石头

座位，比如已经废弃的保安亭，比如突兀的

（司空见惯的）晾衣杆，比如贴满广告的电

力或者是网线的箱子，比如老底子自行车库

的斑驳墙面，比如美丽度不够的小区入口出

的通知栏……“用微小的改变，想撬动的是

社区的精神，最终实现使在这里生活的人

们能自己动手建设自己的社区，想办法让社

区变得更好。”安道的设计师们认为，如果

这些地方能充分利用起来，不仅能使环境

更美，更能让小区的居民爱上这些地方，喜

欢在这里时常一起交流。

“微”改造与大拆大建带来的翻天覆

地变化不同，它在于细节，在于尽量满足居

民的需求，比如居民缺什么补什么。为了调

动参与性，街道与安道设计一起从大塘巷

社区居民中招募“居民导师”，居民导师和

夏令营学员，一起携手共造，完成作品的搭

建。通过和各位“居民设计师”还有出来买

菜、散步、带孩子的居民们交谈，了解他们

的需求，然后做出了三轮设计方案。

“幸福来敲门”

饱含居民小“愿望”  小区多了欢声笑语
“微改造之后，不仅环境变美了，一到

傍晚笑声都多了，可热闹了。”见到记者，家

住大塘新村8幢的高阿姨忍不住夸赞。这次

“微更新”，8幢旁的健身公园，正是改造

的重点之一。此前，这个健身小公园由于

过于单一，没有多少“人气”。这次改造，

单一的公园内部不仅添了许多颜色鲜

艳、图案丰富的小画作，还多了一

个类似大富翁的 “棋盘”，供居

民游玩。一眼望去，俨如一个

快乐的小乐园。

而沿着公园朝小区

走，这种“快乐”愈

加深入人心。19

幢楼下的小

空 间 改

造成为孩子们的乐园，新添的四个秋千架，有

小情侣可以用的，还有孩子们可以用的——

小鸭子、肉骨头这样的秋千。住在小区十多年

的老人说，没想到一个秋千能让孩子这么高

兴，“仔细想想，除了小店门口投币的摇摇车，

好像是没有他玩的东西，也可怜的。”另一个

是用金属管做成的“传声筒”，成为亲子最好

的玩具——你悄悄说一句话，为什么传到我

这里变成了这么大的声音？神奇的“效果”，

也成为了孩子们玩乐时的最佳伙伴。

 此外，一条50米多长，80厘米宽的小

路，变成一条带刻度的跑道，还有立定跳远

的区域。“暑假了，孩子喜欢呆在家里看电

视，这下可以拉下来锻炼锻炼。”也有居民向

记者“抱怨”说，自从有了这个玩乐区域多了

后，家里小朋友们玩得都不肯回家了，光是

秋千就得一天来四回。不过，相比孩子的最

爱，记者最喜欢的，是一组太阳能小夜灯，太

阳落下，会在地面织出一片星光，还会在墙

上打出“lucky”字样。“很多时候，夜

归的中青年会很累，想找个正能

量的地方坐一坐，缓和一下

心情，这 里 就很 适

合。”

当然，在这改造中，最显眼的就是彩虹

色的地面引导系统。这组“红黄蓝”线条的

导航不仅了标明每一幢楼的号码，更用视觉

引导，把走路的老人和骑电驴的人分开，形

成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这样方便多了，彩

虹色的颜色很鲜艳，一眼就能看见，很多老

人不会用手机导航，来这里串门就不怕迷路

了，而且快递员送货都快了。”居民导师王阿

姨告诉记者，增加标识是在设计之初居民们

提出的意见。还有希望公共区域可以多一些

凳子，这样累了方便休息。”事实证明，这些

意见都被采纳而且更为贴心，想要的凳子也

有了，还是定做的，高50多厘米，固定在地

上，非常牢固，而且数量不少。

 “一定要表扬设计师，画引导系统时

因为车子来来往往，白天没法画，只能晚

上8点以后开工，有两个晚上画到了凌晨4

点，很辛苦。”采访中，不断有居民告诉记者

“改造故事”，有欣喜，有自豪，也有感动。

一次升级再改造，也让居民们发出了“小区

整治改造确实是让大家共享成果”的感叹。

就像居民李大姐说的：“我们满满的感动，

这些和我们社区没有关系的孩子，为了我们

生活得更好，做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生活

在这里的人，也要爱护环境，爱我们自己的

家。不能因为这里是个老小区，就自己放

弃它了。”

加大维护力度
持续推广“微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