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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有很多安置房小区
和老旧社区，房龄普遍已有
二三十年，存在建筑退化、设
施陈旧、公共空间品质低下
等通病。一些在小区住了几
十年的居民，虽然嘴上常抱
怨新村“又老、又破、又旧”，
但他们仍对社区充满感情，
希望通过局部改造来提升居
住环境。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全
市打造的“楼道微自治”项目
均已顺利结项，共打造出270
多个美丽楼道。每个社区改
造了各具特色的主题楼道，

打造出个
性 化 的 自
治品牌，一
批以党建、法
治、志愿服务、
传统文化、和睦友
邻为主题的特色楼道颇
为亮眼。其中，旺庄街道群
星社区联合社会组织、居民、
共建单位，通过填树坑、除杂
草、制定庭院公约等方式，打
造出“五彩庭院”；羊尖镇羊
尖社区御景华庭 101 号是

“网络普法”主题文明楼道，
楼内墙面装饰着一幅幅网络

普法宣传公
益广告，配
套的便民服

务箱和沙发温
暖着每位居民；

水秀新村88号因老
人和党员人数多，主题便

定为“红星文化楼”，楼道间
布置“红星学习角”，还特意
把一楼进门处改造成爱心轮
椅停放处，充满温情……这
些“一社一品”的楼道改造完
成后，居民们通过共同参与
楼道布置，自发制定楼道公
约等，自觉维护改造成果。

微自治激活微细胞 老小区成了网红地

水泥丛林中重现温情荡漾
在城市飞速更新的大背景

下，以往血缘、地缘合一的传统
村落日渐式微，居民公共意识
的缺乏、公共交往的淡漠、公共
物品难以有效供给等问题也日
益凸显。如何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
理共同体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
重要命题。近年来，无锡市不
少街道和社区以“楼道微自治”
为切入点，通过挖掘“种子”、搭
建平台、多方扶持、创新优化等
一系列探索，打造出了一批特
色“楼道微自治”品牌，有效激
发了居民自治共治、激活了基
层治理微细胞。

在不少安置房小区中，
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普
遍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
梅村街道梅荆三社区从意
识、能力和规则三方面着手，
提升楼道居民的议事能力和
楼道自治水平。社区以537
号楼道为“楼道微自治”试
点，指导组建13人的楼道居
民议事小组。“我们邀请专业
社工对居民开展议事培训，
并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
方式，让居民学习先进社区
的议事经验，提升议事能
力。”社区书记朱春虹介绍，
议事小组经过多次协商后确
定完善的议事规则，并形成

“五步”议事法，让议事流程
更规范并具成效，也强化了
楼道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楼道整修和公共空间改
造并不是“楼道微自治”的终
点，而是楼道治理的新开
端。为维护楼道改造成果，
楼道居民自发组建了自治团
队，以原先的议事小组为雏
形，将楼组内卫生、治安等工
作分包到户，动员楼内居民
为维护自己的家园出一份
力。537号楼道议事小组组
长李锦成有感而发：“共享共
建，同享幸福；楼上楼下，亲
如一家。”

楼道内队伍的打造，使
得“楼道微自治”的成果得以
维持，项目的推广则充分调
动起大楼内居民的积极性，
他们的热情又吸引社区其他
居民关注楼道与社区的环
境，共同参与身边的社区事
务，社区也逐渐成为真正的

“大家庭”。
房屋交易、出租，新老居

民的迭代，容易导致邻里关
系日渐疏离。去年年初，水
秀社区对居民进行的问卷调
查统计结果显示，有超过
30%的居民认为，在关系问
题上，最大的矛盾不是居民
与物业之间的矛盾，而是新
居民与“原住民”之间的矛
盾。如何能让水秀“原住民”
和“新水秀人”重回美好、互
信、互助的年代，让“家在水

秀”成为大家的骄傲和期盼
成了摆在社区面前的一道难
题。为此，水秀社区紧扣

“人”这一主题，从基本单元
“邻里”出发，用“水秀·记”老
新村活化项目成功重塑了社
区邻里关系。

活化的第一步是寻找交
集，社区挑选稻香路周边30
余家居民自营的网红小吃
店，发布“水秀美食地图”，邀
请新老水秀人一起分享美
食，增加居民们的交往机
会。之后，又从中挖掘出愿
意参与项目、催化邻里关系
的34位“种子居民”，通过专
业社会组织的培育赋能，将

“种子居民”们以兴趣爱好进
行划分，在一次次邻里活动
中，逐渐建立起书友会、绿植
养护、新体跑团、闲置交换等
16个微信群，在每天分享生
活点滴中扩大邻里交往朋友
圈。

社区通过“空间·记”鼓
励新老居民通过协商进行闲
置空间的艺术再造，增设7
处彩色晾晒区，绘制18个电
信箱打卡点，美化200米健
身步道，改建300平方米的
文化园，不仅为居民提供了
茶余饭后交流的话题，还增
进了邻里交往。

经过一系列活化步骤，
新老居民逐步打破隔阂，每
个人都成为撬动社区共融
的大资源。闲鱼市集、亲子
运动会、绘本阅读大赛等线
下活动足足办了 54场，开
网店的宝妈、社区小食堂的
厨师、网红店的老板纷纷出
钱出力，活动之余给新村里
的小朋友派发糖果、店门口
的长凳可以供老年人休息，
保安自筹“爱心驿站”为保
洁员和志愿者提供饮料和
面包……邻里关系的转变
和商家细小但温暖的互动
让水秀成为本地市民的“情
怀地”、外来朋友的“网红
地”，也让新老水秀人重拾
共同的城市记忆。

（晚报记者 潘凡 殷婉
婷 实习生 齐盈盈/文、摄）

水秀社区对 11个楼道
进行主题改造，这些成果皆
有“百姓设计师”全程参与。
社区举办百姓提案大赛，从
中总结出居民的三大需求
——楼道环境提升、公共空
间优化和丰富视觉色彩。除
了楼道墙面粉刷、线路整理、
安装楼道灯这些共性需求
外，鼓励“百姓设计师”作为
公共空间的使用者谈谈对社
区的心愿和回忆，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则负责优化“百姓
设计师”的方案，将平面要素
融入楼道设计。经过11次
线下会议，16次微信群会议，

“百姓设计师”们入户走访征

求意见，231户居民参与协
商，众筹到4万元改造基金，
对11个楼道进行契合居民
喜好的改造，形成“一层一
景”的缤纷魅力。

通过参与改造活动，20
余位热爱社区、愿意参与社
区发展治理的“百姓设计
师”脱颖而出，在尝到楼道
改造的甜头后，他们又积极
参与社区公共空间改造。
水秀新村70号门前有一块
近 400 平方米的空地，“百
姓设计师”们共同协商设
计，升级健身器材、增设晾
晒区域、打造健身路径，焕
然一新的健身驿站每天都

人气十足。在“百姓设计
师”们的提议下，社区里的
电箱穿上了“礼服”，围墙涂
上了“彩绘”，创意不断融入
周边环境，带来视觉享受的
同时，还能品味到深厚的人
文底蕴。11 个楼道、78 个
电表箱、400平方米的公共
空间、4695平方米墙面蜕变
后，社区还通过展览回顾

“百姓设计师”这一年的设
计和协商过程，增强居民荣
誉感。持续60余天的展览
累计吸引 2400 余位观众，
大家的社区共同体意识被
激发，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
和归属感。

局部微改造，打造一批特色楼道

激活微细胞，问计“百姓设计师”

自治到共融，活化邻里关系

400400平方米健身驿站平方米健身驿站。。

水秀社区墙绘水秀社区墙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