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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空间”受热捧的背后，藏着一
套“政府搭台、多方唱戏”的培育密码，
让共享生态在协同共治中愈发繁茂。

政府的“有形之手”精准发力。
不久前，由宁波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
的“村社故事 宁波声音”分享交流活
动，串起了“群众提需求、社区设议
题、社会来参与、政府办实事”的社区
服务新机制，攒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治
理经验；去年，鄞州区创新实施“家园
共享计划”，制定25部共享建设指
南，加速基层复制推广。

媒体的“桥梁作用”不可或缺。
宁波晚报社区联盟在市委社会工作
部指导下，发起“共享书架”“共享花
园”等项目。其中“爱不孤‘读’”共
享书架计划，让全市百余个社区（村）

参与共建，盘活居民闲置书籍超10
万册，使“15分钟阅读圈”从理念变
为现实。还联合鄞州区文明办推出
宁波市首个《“共享花园”建设指南》，
助力共享项目的发展。

基层的“智慧活力”持续迸发。
北仑区戚家山街道渡头社区罗家塘
路“共享小院”的改造、象山县丹东街
道文峰社区“共享微书房”的建设等，
都是各方积极参与的成果，让共享场
景更接地气、更具温度。

这些共享场景，不仅优化了资源
配置，更重塑了邻里关系，让“陌生人
社区”回归“熟人社区”的温情。随着

“共享+”理念的深入，这座城市还将
生长出更多民生惊喜。

记者 马佳威

城市的高楼越建越高，邻里间的距离却似乎越来越远。曾经“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暖，在快节奏的生

活中渐渐淡去。如何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重拾“熟人温度”？宁波的实践或许藏着一些答案。从共享花

园里的花草芬芳，到共享厨房里的烟火气息，从共享电梯里的便捷出行，到共享书架上的墨香流转……一

系列悄然生长的共享场景，不仅让闲置资源焕发新生，更在不经意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今日起，本报

推出城市“共享 +”系列报道，一起来探寻宁波这座城市共享背后的故事，看看这些民生实践如何破解治

理难题、重塑邻里温情，为城市注入暖暖的“熟人温度”。

让“陌生人社区”回归“熟人社区”的温情

宁波“共享+”藏着哪些智解？
从楼道里的“共享书架”到老旧楼里的“共享电梯”，从社区花园

里的“共享菜地”到“共享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近年来，“共
享+”的种子在宁波城乡落地生根，衍生出了多元形态。从物的共
享到人的联结，这些看似微小的民生实践，既破解了资源闲置与需
求迫切的矛盾，也考验着城市治理的智慧。

在宁波的大小社区里，共享
场景正以蓬勃的生命力，编织出
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民生画卷。

鄞州区东柳街道安居幸福苑
小区的“共享花园”里，78岁的朱
柏六老人侍弄花草的身影，成为
共享空间里最美的风景。从闲置
地块到花团锦簇的乐园，居民们
不仅能在此播撒绿意，更能随心
带回一束芬芳，让自然之美走进
寻常百姓家。

这样的景致在甬城随处可见
——鄞州区潘火街道雅苑社区的
花园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跃
然眼前；江北区前江街道云谷社
区的“共享田园”，由闲置空间改
造的56块菜园分属邻里，耕种的
汗水里浸透着分享的喜悦；镇海
区庄市街道联兴社区鑫隆花园一
期的“共享空中花园”，则将昔日
的违规搭建点，变成了邻里间传
递清凉的绿色港湾；北仑区戚家
山街道渡头社区罗家塘路52号
的“渡风小院”众享空间，曾是杂

草丛生、杂物乱堆的角落，社区通
过入户走访和小院议事收集居民
想法，15户居民认领“软装”，共
同将其打造成雅致空间。

“共享厨房”里的故事同样暖
心。鄞州区潘火街道海璟园社区
的共享厨房里，全职妈妈们不仅
开启美食创业，更将爱心融入公
益——解暑饮品递向户外工作
者，定制早餐送到老人家中，让烟
火气里飘出善意的芬芳；江北区
庄桥街道榭嘉片区未来社区的

“拾悦工坊”中，宝妈们在烘焙香
里习得新技，兼顾带娃与成长；海
曙区集士港镇的“春光里”服务综
合体地下室的共享厨房，成了居
民开设家宴的温馨场所。

共享的巧思还延伸到楼道与
电梯间。鄞州区中河街道风格城
事小区的居民众筹改造“共享楼
道”，让公共空间焕发雅致；外滩
街道白沙社区砖桥巷小区的“共
享电梯”，以按次付费的灵活方
式，解决了老人“上楼难”的痛点。

“共享”二字写起来简单，落地时
却常遇到“拦路虎”。在宁波多个社
区的实践中，资金来源、利益协调、后
续管理等构成的难题，考验着各方的
智慧与耐心。

资金来源是首道坎。“共享电
梯”改造中，加装费用动辄几十万
元、上百万元，政府补贴后仍有缺
口。江北区外滩街道白沙社区探索
出“电梯公司垫资加装，居民按期付
费使用”的模式，折算后每天仅需1
元，既减轻居民负担，又以“用者付
费”实现成本分摊，让95户居民顺
利跨过资金门槛。

海曙区集士港镇共享厨房项目
建设基金则主要来自区、镇两级项目
资金、小区公共收益、共建单位捐款
及居民众筹，多方合力破解难题。

利益协调更需“绣花功夫”。共
享菜园分配时，有居民希望多分地
块，有居民担心菜园位置不好，江北
区前江街道云谷社区通过网格群预
告、小程序抢购的透明操作，消除了

“暗箱操作”的疑虑，56块菜园地很
快各有其主，居民们在耕种中纷纷主
动分享种植技巧，让共享空间成为邻
里和谐的纽带。

后续管理的“长效性”则是更大
挑战。“共享书架”投用时书满为患，
时间一长却出现书籍陈旧、无人整理
的情况。在鄞州区首南街道雍城社
区的“共享书架”，由居民组成的“一
日馆长”志愿队，定期开展书籍更新、
分类整理，还同步举办读书分享会，
在社区集市上摆出共享书架的专属
摊位，让书架始终保持活力。

杨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通过社区公共空间改造这一具体切入点，生动展现了国家战略
下的宁波经验。公共空间改造的本质不仅是物理环境的优化，更是
通过社区、居民等多方协同，培育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过程。宁波在
这方面的创新实践和成功经验，能为全国其他城市的社区改造提供
有益借鉴。

从“各扫门前雪”到“共筑邻里情”
共享场景的民生温度

从“众口难调”到“协商共治”
共享落地的破局之道

从“政府搭台”到“多方唱戏”
共享生态的培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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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首南街道雍城社区的鄞州区首南街道雍城社区的““共享书架共享书架””。。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