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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这里堆满工程材料和几
十个垃圾桶，下楼都要捂着鼻子，连
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成了一米
花园和运动区域，我早上来照料这
些花花草草，晚上来散步遛弯，生活
别提多惬意了！”站在53幢楼下，居
民应永娥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这片区
域的变化。

作为社区首个改造的架空层，
这片约150平方米的空间，曾垃圾堆
积、灰尘弥漫，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一
条文明有礼微景观带。这场蜕变始
于一场“吐槽大会”。

“别的架空层改造可能是锦上
添花，对我们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应永娥直言，改造前期，身为党员和

一日楼长的她带着“意见簿”，挨家
挨户走访，收集到31条“吐槽”：老人
希望垃圾桶不要集中堆放、宝妈急
盼亲子互动角、年轻人则想要休闲
空间……

在充分听取居民意见后，雍城
社区链接鄞州区民政局“鄞领公益”
项目，对53幢旁的消防通道、楼下垃
圾堆放点、架空层进行统一改造，打
造一条内外连通，且兼具趣味性、运
动性和精神文明熏陶的微景观带。

如今，来到53幢楼前，一米花园
里的各种花卉争奇斗艳。步入架空
层，“浙风十里”的文明墙绘清新淡
雅，乒乓球健身区活力满满。

以前是人见人嫌的“边角料”
现在是精彩纷呈的“宝藏场”
雍城世家小区架空层完成华丽蝶变

这几天，随着鄞州区首南
街道雍城社区雍城世家小区
45幢架空层改造完成，历时三
年的“改造大戏”终于落下帷
幕。在居民的精心打磨下，社
区架空层完成了蝶变。

雍城世家小区建成交付已
有 10多年了，不是“老破小”，
却有着自己的“发展危机”。尤
其是架空层，闲置久了，堆放杂
物、环境脏乱等问题，成为居民
的“心病”。

自2022年 5月至今，雍城
社区持续推进架空层改造，打
造了一批集公益、文化、休闲为
一体的共享空间，每个架空层
都有不同的主题，涵盖植物科
普、诗歌文化、体育运动、公益
慈善、文明礼仪等领域，极大地
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截至目
前，已完成7个架空层改造，面
积约 1000 平方米，耗资约 86
万元，受益人群5000余人。

架空层改造完成后，如何长久
保持空间活力，实现长效运营，成为
摆在社区面前的新课题。

雍城社区巧妙推出“空间换服
务”机制，让运营主体和空间服务多
元化。依托45°美好生活空间，社
区培育公益志愿服务团队，根据居
民需求，梳理需求清单，再通过发布
项目的形式，由居民认领。

归国留学生王舒认领了“青少
年英语角”项目，每周五，她都会和
志愿者老师在架空层开设公益课
堂；郭云亭认领“共享教练”项目后，
每周日下午都会教小朋友们打乒乓
球……如今，体育、绘本、交友、阅读
等多个主题课程汇聚在架空层中，
让空间焕发新活力。

45幢架空层还别出心裁地打造
了45°循环共创商店，商店以“环

保+公益”为主题，搭建了资源流转
的桥梁。居民家中不再使用的闲置
物品，以亲民低价，再次进入居民生
活，实现物品循环，而收益，则用于
充实社区慈善基金。

为了确保架空层的长效运营，
雍城社区还孵化了“一日楼长”自治
小组。楼长身兼数职，负责架空层
日常维护、公益活动、循环商店运营
等。目前，所有改造的架空层均设
有“一日楼长”，让居民从“旁观者”
变为“建设者”。

首南街道雍城社区党总支书记
郑国画表示，在每次架空层的改造
中，社区引导党员、楼道代表全程参
与、自主管理，真正实现了“小空间”
里的“大幸福”，让更多的小区“边角
料”成为“宝藏场”。 记者 马佳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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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化空间”到“长效运营”
空间众创焕新生

走进51幢架空层，“曾经五湖
客，相处一家人”的对联映入眼帘，
这个约200平方米的架空层里，乒乓
球桌、自行车运动器械、儿童蹦蹦
床、篮球架等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微
型体育场所。

该幢架空层的发起人彭昌伟是
名热心党员。在看到53幢架空层的
蝶变后，他与楼道居民一拍即合，将
架空层主题设定为“邻里共享体育
空间”，但改造资金却让彭昌伟一时
犯了难。

“社区已经帮我们向鄞州区体
育新空间项目申请3.5万元，小区公
共资金也会承担基础硬件改造，但
剩下的钱，还得靠我们业主想办

法。”于是，彭昌伟在楼道业主群发
起“我的家园我出力”众筹行动，没
想到一呼百应，短短时间就众筹到2
万元。

为破解资金短缺困境，在后续
的改造中，雍城社区采取“慈善资
金+政府补助+居民众筹+共有资
金”模式，成功实现资金来源多元
化。如45幢架空层改造时，党员带
头发动居民参与公益跑捐步活动，
获得雅戈尔“美好家园”慈善资金15
万元，同时群众自筹2.5万元；41幢
与51幢东侧架空层改造，则搭上“未
来社区”政策东风，获得资金30万
元。同时，社区还鼓励居民捐赠家
中闲置物品，为公共空间添置设施。

从“资金难题”到“共享共赢”
资源众筹汇合力

改造前。

从“吐槽大会”到“改造共识”
协商众议聚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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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