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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印证着这场“破圈”
实验的成效：38个社群组织，
每月发起活动超百场，60%参
与率背后是年轻面孔的持续
增加；物业纠纷投诉环比大幅
下降；北宸府98%的物业费收
缴率创下片区新高；“社群提
案制”更促成水循环改造、门
禁智能化改造等27项民生实
事落地。

“未来社区不是硬件堆
砌，而是人的连接。”段塘街道
城建办副主任唐锋指着“社群
生态树”展板介绍，通过“空间
活化-兴趣聚合-治理赋能”的
三级培育机制，已孵化13个治

理型进阶社群，其中“和睦社”
搭建起居业物沟通桥梁，成为
共商共议共解小区事的模范
社群。

暮色中的芝江社区灯火
通明。百姓健身房传来动感
音乐、城市书房的读书会正讨
论新书、屋顶露天茶吧的居民
品着香茗望着远处夕阳，家门
口的青少年宫传出孩童们的
阵阵欢笑。

这个曾经“躺平”的年轻
社区，正用属于自己的方式，
谱写新时代的“邻里曲”。

记者 周科娜 文/摄
通讯员 黄佳宁 张华杰

“再来两组！”在海曙区段塘街道芝江社区百姓健身房，
90 后李女士额间沁着汗珠，手臂随着私教的口令规律起
伏。这个开业1个多月的健身空间里，动感单车的链条声与
跑步机的嗡鸣交织成活力乐章，六七名年轻人正用运动开启
午休时光。

这个场景让芝江社区党委书记林轰轰颇感欣慰。这个
常住人口 6300 余人的新商品房社区，中青年占比高达
61%，却长期面临“门对门不相识”的治理困境。

“我们做过调研，70%的年轻人觉得传统社区活动‘太老
派’。”她指着墙上五颜六色的社群活动海报说，“要让‘Z世
代’走出家门，得用他们的‘社交密码’破局。”

而随着芝江未来社区的建成，一系列契合年轻人喜好的
“社交密码”正被逐一解锁，悄然搭建起邻里沟通的桥梁。

“年卡399元，开业活动私
教体验课1元1节！”在位于晓
风印月府的百姓健身房，两张
私教海报吸引着来往居民。正
在指导学员的健身教练小陈笑
道：“开业首周就有多人办卡，
现在我和另外一名教练，分别
带了20多名学员。”

居民王超云办好了健身年
卡，安排上了课程：“以前下班
就宅家刷剧，现在刷个‘段塘
微邻里’小程序就能组队健身
锻炼。”她展示着手机里的运

动群组，社区羽毛球社刚刚结
束的比赛，群里满屏都是“战
况”实景。

这些分散在芝江社区的公
共健身场所，随着未来社区的
创建，被梳理了出来。潮悦南
塘住户张仰东正在江上印的乒
乓球室与球友展开“乒乓争霸
赛”。“以前去体育馆得跨区，现
在社区里就能‘杀’两局。”他擦
着汗笑道，通过小程序，他已结
识20多位球友，“连业主群都
多了十几个约球表情包。”

社区咖啡馆社区咖啡馆。。

未来社区的创建进程中，
在海曙区住建局和段塘街道
指导下，社区带领团队盘活了
不少闲置空间。例如，晓风印
月府一楼原本的社区办公用
房，如今已华丽变身为党群服
务中心；芝江社区的零散空
间，则被打造成充满活力的社
群之家。

社区通过众筹“金点
子”，开展“一起来营造”等
活动，群策群力解锁社区活力

“元气站”。曾经闲置的空间，
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城市
书房”“社群之家”“达人议事
厅”“家门口的青少年宫”等10
余处“社群元气空间”。

考虑到社区空间资源有
限，团队巧妙地在原有空间基
础上，进行嵌入式链接，让单
一功能的空间实现“一屋多
用”，满足多个社群的使用需
求。通过错时复合利用，将原
本功能单一的空间转变为多
元复合空间。比如，将“悦读
角”嵌入“书画苑”，同时满足
悦读社和书画社的活动需求，
真正做到了空间共享。

秉持“空间+社群+主理

人”的创新理念运营社群空
间，社区大胆让社群主理人成
为空间的“当家人”，实现从以
往社区单方面管理，转变为社
群主理人主导、社区辅助的共
管模式。

目前，社区已成功招募到
“理发主理人”“书画主理人”
“咖啡主理人”等各类社群主
理人25名。在他们的共同努
力下，空间活力得以充分释
放，社区管理压力也得到有效
缓解。

“目前，我们已经成功组
建了瑜伽社、篮球社、咖啡社、
羽邻社等38个兴趣社群。平
均下来，每个社群每月都会开
展2至3场丰富多彩的活动。”
林书记介绍道。

65岁的王幼琴阿姨便是
社群生态的受益者之一。作
为原小漕社区的文艺骨干，如
今她在社区牵头组建了“银龄
腰鼓社”，队伍已吸纳20多位
成员。“以前总觉得商品房小
区邻里关系冷淡，现在来这里
几趟后就被吸引了，年轻人还
热心教我用智能手机测运动
数据呢。”王阿姨满脸笑意。

运动为媒打破“数字孤岛”1

2 社群生态催生治理“化学反应”

治理蝶变激活社区“内循环”3

芝江未来社区芝江未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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