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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打造和谐“微空间”

新论

当前，无论是新城建设还是老城更新，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已经成为引领城市发展的重要举措。城市客厅

是城市街区设计中的一个常见概念，主要研究城市公共空间的布局。城市客厅发挥着展示城市风貌、汇聚人流商

机、举办公共活动等多重作用，是城市设计中的一个关键点位。无锡应立足于自身城市特质，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好的做法，早日打造出与城市发展水平、人民群众需求相匹配的靓丽城市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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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设计，让城市客厅更加靓丽
□ 郭维军

为大件垃圾
出路支支招

整治村庄环境也好，改善河道水
环境也罢，有些村庄下了很多功夫，但
并没有取得很明显的效果，究其原因，
可能还得回到以村民为本的原点，让
村民参与到建设、管理中来。

多年前曾路过一条熟悉的村头小
河浜，河道里挖泥机正在施工，道路旁
几个施工人员正在敲敲打打，原本河
道两旁郁郁葱葱的小树林变成光秃秃
的一片，当时感觉十分不舍和诧异，一
打听，原来村里正在进行一项惠民工
程——农村河道改造，村民议论说还
要砌筑驳岸，将来准备改造成景观河
等，就是可惜了生长多年的各种树木。

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村级
河道早已面目全非，这是乡村经济发
展中长期累积的问题，确实到了非整
治不可的地步了。但改造工程不能自
行其是、千篇一律，河道旁的一些树木
虽然成不了什么材，但往往承载着村
民的乡愁和记忆，散发着的是浓浓的
乡土气息，一草一木里都和村民有着
情感上的关联。

整治村容村貌，一定得让村民积
极参与。整治前期，要通过直观的设
计效果图宣传到位，让村民一目了然，
形成整治的共识。建设中可以让村民
参与其中，树木花草什么该留什么不
该留，要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后期
更要考虑共同管理，避免工作一刀切
一阵风。

因此，在村庄环境整治过程中要
站在村民的立场，让村民都能参与、建
设、管理，共同建设美丽家园，同时，要
发挥好本土专业人士和建设者的作
用，因地制宜开展好农村生态文明建
设，立足长远，尊重历史，打造出更多
有无锡特色的新江南人家。

（作者系中学教师）

以村民为本
整治好村容村貌

□ 轶 夫

前不久，朋友对家里的旧家具来
了一次“断舍离”。想着丢了可惜，当
废品卖掉二次利用也好，谁知，收废品
的只看重旧电器，有些损坏的旧沙发、
旧床垫免费送也不要。其实，随着生
活品质的不断提升，像这样隔几年对
旧物件进行一次“断舍离”的家庭有很
多。但现在，衣物、小物品的“断舍离”
简单了，大件旧物品的处置却变得越
来越困难了。很多时候，这些淘汰下
来的大件废旧物品，不是被填埋就是
被焚烧，不仅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市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还是对资源的极大
浪费。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垃
圾的去处绝不仅仅只是垃圾桶，它们
依旧是一种资源，只要善用巧用、废物
利用，依旧能够继续美化我们的生
活。比如国外很多城市，他们处理大
件废旧物品的做法就是把旧物品洗刷
干净，然后统一摆放在指定位置，让有
需要的人免费搬走。这一措施，既解
决了大件废旧物品的处置问题，又实
现了资源共享，避免了环境污染，值得
我们借鉴。

事实上，目前很多地方开展的电
池以旧换新、旧书换绿植等活动，我们
也能从中看到这种绿色环保的理念，
这也是新时代市民群众所追求的绿色
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大件废旧物品

“去哪儿”，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
活环境，关系着资源的节约。因此，解
决大件废旧物品处置的问题，不能简
单“一刀切”，还是需要解决其“无处安
放”的问题。一方面可以由社区（村）
专门开辟大件废旧物品指定堆放点，
制定好安放大件废旧物品的相关标
准，比如是否可继续使用、是否干净卫
生等。另一方面，在社区（村）内张贴
告知书，告知居民群众最近的堆放点，
方便居民正确放置大件废旧物品。同
时，还可以指定统一活动日，招募一些
会修理、翻新大件家具的志愿者，借用
闲鱼APP等，网上预约出售，让市民群
众通过互联网处置大件废旧物品。

（作者系惠山区长安街道社工）

处置大件废旧物品
也需绿色环保

□ 陈金花

近日无锡日报刊发报道说，记者随机对
我市339名小学生家长开展调查。结果发
现，很多孩子课余时间多被“安排”，一些小
学生竟然不会玩了。

现在的学生不会玩了，确实让人不可思
议。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位朋友8
岁的孩子说：“爷爷、奶奶小时候可以玩很多
游戏，我们现在每天要上辅导班、写作业，哪
有时间玩啊。”

而在一些家长的心中，孩子会玩往往是
一个缺点，而不会玩的孩子往往是“学习的典
范”。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周围的同事说：

“我家的孩子整天在家玩，从来不学习。隔壁
老王家的孩子，整天在家学习，从来不玩。”

玩，真是孩子的缺点吗？这，恐怕要打
一个大大的问号。古人云，文武之道，一张
一弛。可见，玩也是一种休息。现在的孩子
学习压力比以前要大得多，他们更需要通过
玩来休息。如果孩子每天只是不停地学习，
往往会事与愿违，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还会挫伤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实际上，孩子会玩往往也是对思维很好
的锻炼。马云说，知识可以学，但智慧却不
可以学，只能体验。因为在未来的世界，大
数据、机器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事全部做
完，人类和机器的竞争关键在于智慧在于体
验。应该说，马云的这番话，还是有前瞻性
的。某种意义上说，会玩、兴趣爱好更多的
孩子，更可能掌握未来世界的主动权，而不
是机械地被动接受知识。

不会玩的孩子，不是教育的成功。这一
点，需要引起我们社会的警惕与重视。让孩
子会玩，从玩中受益，需要家长、学校和社会
齐努力。比如东林小学的“玩文化”课题、侨
谊实验中学实施的“智享闲暇时空”等，以丰
富的活动培养学生有创造、有意义地玩，都
是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现在正是收麦子插秧苗的时节，有条件
的家长可以在周末带孩子去乡下走走玩玩，
让他们体验一下农忙的艰辛，设身处地理解
何为“粒粒皆辛苦”，也许从此以后他们就不
会浪费粮食，也会懂得珍惜他人的劳动成
果。暑假很快就要到来，很多家长往往会提
前给孩子选好要报哪些兴趣班，但有没有好
好征求下孩子意见，问问他们暑假想去哪玩
呢？暑假带孩子去博物馆、名人故居、古镇
等参观，能增长孩子见识、锻炼毅力，有心的
家长要针对孩子身心成长特点为他们量身
定制参观菜单，让孩子会玩会学，让孩子身
心愉悦、快乐成长。 （作者系公司职员）

不会玩的孩子
不应是“学习的典范”

□ 陶象龙

城市设计、空间设计、街区设计等是时下
的热词，伴随着城市更新的需求，精细化管理
日益得到公众的关注和重视。但城市的建设
和管理是复杂系统的大工程，难以轻易地推
倒重来。因此，要将美好的设想落地，还需要
紧盯城市客厅等关键的点位，在尊重现有形
制的基础上，发挥比较优势、对接城市战略、
制定分步措施，打造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
的精品街区。

城市客厅是城市街区设计中的一个常见
概念，主要研究城市公共空间的布局。城市
客厅发挥着展示城市风貌、汇聚人流商机、举
办公共活动等多重作用，是城市设计中的一
个关键点位。其特点主要是：处于交通要津，
便于人群聚散；有适度的开放空间，让人感到
舒适；有较为浓厚的商业氛围、丰富的公共服

务设施，能展现城市风貌特质等。
当前，无论是新城建设还是老城更新，城

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已经成为引领城市发
展的重要举措。一座城市不只有一座城市客
厅，就无锡而言，崇安寺、太湖广场、蠡湖之光
等都具备一定的城市客厅功能。但崇安寺空
间较为逼仄，太湖广场商业聚集度不高、人气
不足，蠡湖之光更类似于风景区，相对处于城
市边缘位置。与之相较，胜利门广场的交通、
空间、商业匹配较好，打造城市客厅的优势比
较突出。

交通方面，胜利门广场临近无锡中央车
站，是大部分旅客进出无锡必经之地；广场道
路同时向六个方向延伸，可谓名副其实的“无
锡路口”；地铁设站使得胜利门交通优势更进
一步得到体现。短板主要是步行通达条件较

差，限制了人的微观、微距活动。空间方面，胜
利门广场面积适中，地下空间的开发进一步增
加了广场的层次感；随着周边一批商业楼宇拔
地而起，形成类似建筑中的“中庭”格局。短板
主要是广场东南方向建筑外立面陈旧、布局杂
乱，影响了广场的整体景观。从商业角度看，
胜利门广场位于新老中山路中间节点，是老城
区重要的商圈之一；北近古运河酒吧街，南邻
崇安寺；新建楼宇提供了较好的硬件设施，具
备全天候的商业发展条件。短板是受到整体
商业环境淡化的影响，特别是附近金融机构等
各大单位的外迁，冲淡了人气。

目前，梁溪区拟将空中连廊建设提上议
事日程，向空中“要地”，解决步行通达的问
题，设计城市大门（中央车站）到城市客厅的

“迎宾步道”，这方面上海、温州已有类似的案

例。同时，要进行广场周边老建筑外立面出
新和环境整治，尽快改善广场周边的街区面
貌；发掘广场周边的历史文化资源，让雕塑、
绘画、建筑等多种艺术形态复活起来，助力商
业氛围的集聚。

城市规划、设计是篇大文章，需要绘好
“工笔画”。城市客厅就是城市的靓丽名片，
需要方方面面齐心合力打造。近日召开的市
政府有关会议也要求加强重点地区城市设
计、打造样板，以点带面整体提升城市空间品
质，展现无锡独具特色的山水城市风貌。无
锡应立足于自身城市特质，充分借鉴国内外
先进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好的做法，早日打造
出与城市发展水平、人民群众需求相匹配的
靓丽城市客厅。

（作者单位：无锡市住建局）

城市精细化管理重在下足“绣花”功
夫。近期，无锡市开展“小微执法”行动，对
随地吐痰、乱扔烟头、车窗抛物等“小微违
法”行为亮出罚单。

“亮剑”执法，对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十分
必要。“小微执法”，“硬核”是开头。首先对
市民是一种“硬核”的普法教育，强化了整个
社会的法治意识。同时，通过严管严查让挂
在墙上的“法条”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彰显出
法规的真正效力。无锡相关执法部门短短
一个月时间处罚“小微违法”行为已近千起，

“硬核”“动真格”为“小微执法”行动开了一
个好头。

需要指出的是，“小微执法”行动开展
过程中，少数市民对于执法不理解、不配
合，使得“小微执法”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相
关执法部门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许多参与“小微执法”的人员都承认“‘小微
执法’难度一点也不小，相反执法更磨
人”。“小微执法”磨人，跟极少数违法者“知
法违法”和“屡教不改”有很大关系，对此执
法部门应该“硬核”执法，敢于与一切违法
行为“磨”到底。

但也要看到，“小微违法”行为频发并不
是群众不怕法，不愿意自觉守法，也有法律

法规宣传不够的原因。就拿近段时间的“头
盔涨价”事件来说，群众在熟悉了解法律规
定及违法后果之后，守法的自觉性相当高！
执法“磨人”说明相关法规的教育宣传还未
完全到位。此外，相对于传统的处罚方式，

“小微违法”行为有自身的特点，若完全沿用
以往的执法方式，单单“硬核”就极易“碰
壁”。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相应的“小微”
执法手段或许可以更灵活、更科学、更多样
一些。

对此，执法部门应在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制的基础上，将教育宣传日常化、制
度化、精细化，形成执法事前、事中、事后全
过程的宣教“闭环”。按对象精准宣教，要主
动进企业、进社区，联合工会群团组织开展
广泛宣传引导，帮助重点人群提升文明法治
意识。对于“小微违法”行为查处应做好“小
微”行为枚举、处罚流程标准解释等工作，使

“阳光普法”入脑走心，赢得更多群众的理解
配合。街道社区应积极利用公共场所、物业
宣传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小微执法”宣传
活动。地铁、公交等公共事业单位，也可结
合公益广告、报站语音、车厢电视等，将“小
微文明”宣传深入百姓生活，增强“耳濡目
染”的氛围，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小而为之”的社会文明风尚。
执法部门还要积极探索改进执法手段，

通过个人信用惩戒、网络（电视）曝光、“违法
声明”朋友圈集赞、志愿工作代替处罚等“小
微精准”执法新方式，来提升执法效能。近
期，梁溪区城管部门将无人机引入“小微”证
据采集工作中，锡山区城管部门为“小微执
法”专门开发现场执法系统，推出“城管家校
论坛”解读“小微执法”等，都体现出了“硬
核”执法的“精细面”。

根治城市文明陋习痼疾，“硬核”的作
为不单在于“强”执法，更要以城市精细化
管理的“硬”基础作保障。相关部门间系统
性联动、制度化协作，“硬核”解决市民的城
市管理“小微”困难，才是保证“小微执法”
成效的关键。通过多措并举的“硬核”实践
让“小微执法”转化出长效成果，才能为促
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文明水平积
聚更多力量。
（作者单位：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

“小微执法”硬核之余还需精准普法
□ 苏 纯

近日，五爱家园西门桥堍的“六棵树休闲广场”成为很多市民休闲的新去处，这是附近商家、社区居民、社居委等联手打造的一处休闲空
间，拉近了商家、居民以及居民之间的距离，体现了和谐家园的共建共享。仔细留意不难发现，很多社区内外都有不少可供利用的荒废地，稍
加修整就能成为不错的休闲场所。打造和谐“微空间”要着重把居民的力量发动起来，这样也有利于休闲空间后期的管理维护。

（洪萍 文 / 何岚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