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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屋顶要空间
“空中花园” 从畅想变成现实

当海派居民骨子里的 “时髦” 撞上稀缺

的社区空间资源， 一个令人艳羡的 “空中花

园” 就在真新街道清峪居民区横空出世。 而

故事的开头 ， 还要从街道启动 “鼎治空间 ”

项目建设说起。

2017 年， 随着 “鼎治空间” 项目建设的

推进， 清峪居民区里主动参加社区活动的居

民 “肉眼可见” 地增多。 但居民们高涨的热

情也带来次生问题———公共空间不够用了。

为了抢占黄金时段 ， 阿姨爷叔们常要争

个面红耳赤。

地面空间不够用怎么办 ？ 居民们

抬头望望天， 发现新郁路 185 号的屋

顶还 “闲置 ” 着———这幢楼一共三

层 ， 既容纳了社区多功能活动室 ，

也是小区物业办公地点。 此外， 沿

街的位置也使得在这幢楼里举办活

动不会对周边居民造成太大影响 ，

“如果小区里有个 ‘空中花园 ’， 大

家一起喝喝咖啡 、 聊聊天 ， 多扎台

型啊！”

2018 年 4 月， 清峪居民区召开居

民大会 ， “空中花园 ” 项目得到大家

的一致首肯 。 居委会先算了笔 “经济

账”： 从铺设草皮到防水处理 、 购置特殊

泥土等等， 大约需要五万元的花销。 作为社

区自治项目， “空中花园” 可以获得街道 3

万元的项目支持， 其余部分则需要社区自行

解决。 为此， 热心的居民们自掏腰包， 筹措

了一笔 “社区自治金”。

活动项目量身定制
破解 “邻避效应”

“空中花园” 项目正式从畅想环节进入

了实操阶段， 但随着方案的启动设计， 居民

们各种各样的顾虑也开始冒了出来。 做了整

整 10 年的社区干部， 53 岁的清峪社区居委

会书记周刚并未对此感到意外。 他带着社区

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讨教， 倾听居民们的

真实想法， 再一条条划去大家的 “顾虑项”。

“其实沉下心来看 ， 你会发现居民们的顾虑

自有他的道理。” 周刚说。

在社区居民中跑了一圈， 周刚总结， 大

家的顾虑主要有三： 其一， “空中花园” 的

使用权问题。 其二， 漏水问题。 其三， 遇到

狂风暴雨等极端天气， “空中花园” 的安全

问题 。 梳理出这三个问题 ， 居委干部着手

“对症下药”。

首先，居委会给了大家一颗“定心丸”———

“空中花园 ” 向所有居民开放 ， 社区居民都

能在 “空中花园 ” 里组织 、 参与各种活动 ；

针对可能引起的漏水问题， 居委会请来农科

院的专家实地勘察 ， 提供设计方案 。 比如 ，

在 “空中花园 ” 自带 “女儿墙 ” 的基础上 ，

采取铺设防水层、 选购特制泥土等防渗漏措

施， 确保极端天气下的安全。

消除了这三个主要顾虑， 居委会又开始

做 “小部分” 居民的思想工作。 这也是社区

治理中频频遇到的 “邻避效应 ”， 在钢筋水

泥中生活惯了的社区居民都盼着家附近就有

活动区域 ， 却都不希望因此扰到自家清净 。

特别是那些距离 “空中花园” 直线距离不足

50 米的楼栋， 那里的居民更是担心 “屋顶花

园搞活动时 ， 会不会影响自己休息 ？” 居委

会对此提出的对策是， “空中花园” 里开展

的活动项目要事先进行筛选。 比如， 尽量不

开展诸如唱歌 、 跳舞之类热热闹闹的活动 ，

更青睐开展手工 DIY、 诗会等活动。

时间拨回至 2018 年 11 月 ， “空中花

园” 迎来第一次集体活动， 活动内容并非常

见的歌舞， 而是一场团队纪念， 十几位居民

聚在一起 ， 聊聊天 、喝喝茶 、畅想社区未来 。

最初，“空中花园”每次开展活动前，都会提前

告知附近的居民。 渐渐，那些曾经担心影响到

自己日常生活的居民们都放下了心。 每天打

开窗，目光所及是一片绿意 ，到了傍晚时分 ，

景观灯亮起又是别样一番滋味。 看到眼前这

幅美景，谁又忍心再出言反对呢？ 如今，“空中

花园”搞活动再也不用挨家挨户发通知，提前

为周边居民做“心理建设”了。

社区治理也需要 “留白”

目前， 200 多平方米的 “空中花园 ” 被

分为 “绿植天地 ” 和 “休闲氧吧 ” 两大区

域。 前者由社区骨干负责管理， 绿植爱好者

在这里种植蔬菜并义卖， 获得的资金可以投

入自治项目的后续发展； 后者则是居民议事

协商、 纳凉活动的场地。 剩下的空间则作为

“储备用地”， 可以灵活应对未来社区的新

兴需求。

在 “空中花园 ” 项目的建设中 ，

街道的 3 万元支持资金和居民们自行

筹措的 2 万元自治金， 主要都用于硬

件设施的购买 、 铺设 。 花园里的许

多绿植， 都是居民们自发从家中搬

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初代版

‘空中花园 ’， 许多设施还仅仅是

基础配置。” 周刚觉得， 要打造出

居民们心中的 “空中花园 ”， 时间

与留白缺一不可。

留白的想法 ， 是周刚在参加社

区营造课程中学习到的新词儿。 为了

避免建成千篇一律的都市社区 ， 许多

基层治理者都在思考如何将社区实际

与自治空间有机结合 。 有时 ， 看似不经

意的废弃空间， 经过居民们的巧思、 巧治，

或许就能碰撞出一个充斥着奇思妙想的社区

共享空间 。 “空中花园 ” 就是清峪居民区

“学以致用” 的一次实践。

周刚解释， “空中花园”中的留白，一方面

是因为社区自治项目筹措资金不易， 如果等

到所有设施配置完备后再开放， 社区居民必

然会觉得“速度过慢”。 与此同时，过于漫长的

施工时间也会打扰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

面，在初代版“空中花园”建设过程中，居委会

就尝试与共建单位上海市农科院合作，听取他

们的专业意见，精心研究最适合的土壤、绿植

种类，才成功将花园搬至空中。今后，大家也希

望通过“空中花园”开展的一次次活动，能顺利

将社区内更多的共建资源吸纳其中，进一步扮

靓“空中花园”，“感兴趣的人多了，许多事情自

然就好办了”。

摄影 本报记者 邢千里

上海社区治

理进程中， 个性十足的

“一小区一方案 ” 不断涌现 ，

越来越多的居民切实参与到社区建

设之中， 让曾经 “面目相似 ” 的都市社区

逐渐进阶为居者梦想中的家园。

地处嘉定区、 普陀区交界处的真新街道曾是社区矛盾

汇集之地。 这里有 “村转居” 社区， 许多搬进楼房的村民依旧保留

多年的生活习惯， 毁绿种菜现象屡见不鲜； 而就在一街之隔， 刚从市区动拆迁

来此的居民们面对陌生的环境， 也是眉头紧锁。 在此背景下， 真新街道自 2017 年

起启动 “鼎治空间” 项目建设， 对居委办公用房进行多功能挖潜， 打造成社区共享

空间， 邀请附近居民来这里谈天说地、 商议社区里的大事小情。 慢慢的， 陌生的邻

里关系变得熟悉、 融洽， 大家对社区的认同感也逐渐产生。

如今， 当我们再度将目光投向真新街道， 一场升级版的社区治理正悄然拉开帷

幕， 更多的社区共享空间被腾挪而出， 更多的居民被唤起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 虽

然街道能够提供的财力支持有限， 但这里的社区居民却在巧治、 善治下相继 “变”

出了空中花园、 儿童乐园， 甚至还谋划着 “迷宫花园”。 这些听上去就颇吸引人的

项目究竟是如何产生和运作？ 以真新街道为观察样本， 或许我们能一窥上海社区治

理的创新探索。

微缩版社区
厘清各方职责

自去年 10 月起， 闵行区新虹街道房管办推出
了全市首个物业管理实训基地。 基地特意模拟了小
区内绿化、 停车库、 楼道等场景， 并清楚列明每一
场景下物业应当承担的职责。

与物业管理实训基地搭档上线的， 还有街道首
创的 “业主委员会任务管理系统”。 这套全新系统
上线之后， 业主便可实现社区事务 “线上点单”。

把服务内容、 价格晒在阳光下

从小区绿化保洁到公共空间的打造， 不少社区居民都

认为物业应当事无巨细地包揽下小区内的所有问题， 但凡

某一环节掉链子， 物业就成了 “众矢之的”。 而在新虹街

道房管办主任周玮看来， 居民对物业攒起的种种不满， 某

种程度上也源于 “信息不对称”。

其实， 无论是小区公约或是物业服务内容， 这些信息

都白纸黑字地记录在相关文件材料上。 不过， 能花功夫把

这些条款逐一 “吃透” 的居民并不多； 即便知道有条款可

循， 发生问题时， 许多人也很难立即将当下的事件场景和

某一具体条款直接联系起来。

而在物业管理实训基地里， 除了在展板墙上张贴 《物

业管理条例》 等相关内容， 工作人员还用沙盘模拟了绿化

管理、 楼道等日常生活场景， 并在旁清楚列明了物业、 居

民各自的职责。 对于一些重要事项的处理， 工作人员还专

门制作了工作流程图， 让人一目了然。 实训基地内的模拟

电梯间旁， 一张精确到楼组的账目收支情况表张贴在墙

上。 从屋顶、 外立面、 电梯到消防设备的维修支出都一一

罗列清楚， 真正做到了将价格晒在阳光下。 这正是新虹街

道目前正在力推的楼组信息公开制度， 让每一位居民都能

对自家楼组的每一笔账目清清楚楚，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

解与矛盾。

将物业服务内容和账目收支 “晒出来”， 对物业而言，

是进一步厘清了自己肩头的责任， 特别是明确在台风天、

暴雨天气等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理程序， 有助于进一步守

牢社区安全底线 。 而许多前来参观的居民也发出感慨 ，

“原来我们业主也需要承担职责， 光靠物业是没办法解决

的。” 实训基地内的虚拟火灾场景前， 不少人驻足观看。

随着红色预警灯亮起， 虚拟人物开始逃生， 一阶阶畅通无

阻的楼梯成了最关键的 “生命通道”。 看见此情此景， 爱

博五村的居民徐阿姨联想到了自家楼道内的重重堆物 ，

“我回去就和邻居商量清空楼道里堆的杂物， 这关系到大

家的生命安全， 不能等居委、 物业上门再行动。”

专项管理系统上线， 维修流程提速

在实训基地对外开放的基础上， 新虹街道目前正在同

步试点 “业主委员会任务管理系统”。 这套听上去科技含

金量十足的系统， 专为解决小区里的痛点问题———工程项

目时间长、 环节多。

近年， 随着一批小区迈入 “高龄”， 社区大大小小的

工程维修需求开始出现。 从绿化整修到楼道维护， 统统都

离不开住房 “养老金” ———专项维修资金。 为了让居民们

在动用维修基金过程中少走弯路， “业主委员会任务管理

系统” 应运而生。

以小区健身器材维修为例， 在系统上线前， 居民要是

想顺利走完维修流程， 必须一次次线下递交申请、 开会表

决， 费时又费力。 但这套系统上线后， 业主可以直接在线

提交社区工程项目申请。 根据维修金额高低， 由业委会决

定直接执行或是再提交业主大会讨论决定。 同时， 业主也

可以通过系统实现在线投票。 此外， 街道还邀请擅长工程

项目管理的第三方机构来为居民们做工程项目评估， 预估

项目所需资金， 让居民在心里有底的情况下做选择。

从曾经的事后 “对账单” 到如今的事前挑选企业， 社

区居民能最大限度地参与社区治理前端环节， 也大大降低

了日后发生争端的可能。

社区居民按需“下单”，小区改造有序推进

一声透着亲切的 “屋里厢 ”， 道出人

们对家宅的看重。 它不仅是人们幸福感的

重要来源， 同时也是招待亲朋好友的社交

空间。 去年 12 月初举行的 “上海 2019 参

事国是论坛 ”， 围绕 “步入新时代的民生

发展 ” 这一主题 ， 与会人士聚焦旧区改

造、 养老保障等热点问题深入交流、 建言

献策。 国务院参事仇保兴就 “改造城市老

旧小区， 设计应先行” 作主题演讲， 他建

议让百姓 “点单 ” ， 编制更具个性化的

“改造菜单”。

对于老旧小区的定义， 住建部等三部

委今年联合印发的通知中曾有解释： “老

旧小区应为建成于 2000 年以前 、 公共设

施落后影响居民基本生活、 居民改造意愿

强烈的住宅小区 。” 如何让最需要改造的

小区 “冒” 出来？ 在仇保兴看来， 一些高

校正在研发的小区宜居性评价软件或许可

以解决这一问题。 通过评价软件， 得分较

低的小区可以率先进入老旧小区改造目

录， “第三方评价也有助于凸显每个小区

短板， 并进行针对性改造。”

进入改造目录并不意味着 “一劳永

逸 ”， 仇保兴指出 ，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可

以分为必备项目和拓展项目两大类。 管网

改造以及雨水收集等必备项目， 政府部门

多参与 ； 拓展项目可由老百姓自己 “点

菜”， 企业多参与。 每个社区的条件不一，

应该编制个性化的 “改造菜单 ”， 并测算

好相应成本 ， 让每一笔资金都花在 “刀

刃” 上， 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生活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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