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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京口闸十八进片区，位
于古运河西侧，比邻千年古渡——
西津渡景区。漫步于小区，出新后
的楼幢外立面色彩以灰白为主，外
墙装饰材料使用似城砖的新型装饰
材料软瓷，增加了历史厚重感；山
墙首次采用马头墙造型，再配以多
层仿古花格窗，再现了古朴典雅的
江南古民居之美。

小区的文化底蕴也得到充分挖
掘：主入口处一块街头绿地交叉放
着两块“印章石”，上面刻着“京
口闸十八进”和唐代诗人张祜 《题
金陵渡》 的诗句；西南侧一面由
圆 拱 门 、 花 式 透 窗 组 成 的 仿 古
墙，营造出庭院深深的意境。特
别是小区公厕及相连的店铺墙体

出新后，由画家创作了一幅美丽
的 《江 南》 风 景 画 ， 远 山 、 长
江 、 小 舟 、 几 竿 绿 竹 、 马 头 墙 ，
屋檐下高高挂着的红灯笼，勾勒
出春到江南的美景。

老旧小区改造中，利用地名地
牌、浮雕彩绘、牌坊景墙等，艺术
再现沈括故居梦溪园、宋官营、西
府街及其周边深厚的历史文化元
素。如新建笪家山广场，塑造了南
朝宋武帝刘裕、北宋大科学家沈括
等人物浮雕墙，展示中营片区深厚
的人文内涵；拓宽后的西府街新建
一处历史文化景墙，首次采用玻璃
壁画形式展现古西门桥和古运河的
历史风貌，再现了镇江版的“清明
上河图”。 （黄程 整理）

镇江市京口闸十八进
片区改造案例

红梅小区的梅花文化、绿梅小
区的海洋文化、日湖家园的铁路文
化、新马小区的“浮石亭”文化、
正大花园的火柴文化，作为一个曾
经 在 江 北 生 活 40 多 年 的 “ 老 江
北”，我对这些小区的文化特色耳
熟能详，读来也十分亲切。

年轻的时候，我有一点十分困
惑：那些在外闯荡大半辈子、功成
名就的“老宁波”，为什么即使耄
耋之年也要放弃优渥的条件，叶落
归根，回到条件并不好的老家安度
晚年，并且身后也安眠在老家？随
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那是
一种地域文化，一种乡情、乡愁在
牵引着他们，这种文化与生俱来，
深入骨髓，终身相随。

由此想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
路整修、管道改造、外墙粉刷、绿化
面积增加、停车位增设等旧貌换新
颜的工程固然需要，这是改善老百

姓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基本要
求，但这种改造是所有老旧小区改
造的共性，仅仅如此还不够，还需要
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文化。
老旧小区居民除了租户，多为老年
人，多年居此，已深受地域文化的熏
陶和浸润，正如袁春萍说的，“一个
小区的文化，隐含在小区居民的生
活习惯中、居民的气质中”。老旧小
区改造不植入文化元素，硬件建设
再好，小区也是没有特色的，居民心
底里难有归属感、自豪感。

当然，我说的老旧小区改造的
“文化植入”，并不是指单纯的文化
植入，而是指充分挖掘和提炼社区
的历史文化，在改造工程中体现出
来，让文化传承得以延续。

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以文化
人，方能致远。老旧小区改造要真
正使居民身有所栖、心有所寄。

（李国民）

老旧小区改造要有“文化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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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区的文化，隐含在小
区居民的生活习惯中、居民的气
质 中 ， 在 老 旧 小 区 方 案 设 计 之
初，我们就要求对社区文化进行
挖掘和提炼，让老旧小区改造注
入文化元素，量身打造与小区居
民息息相关的文化特色，通过一
小区一方案，一小区一特色，不
仅要实现小区旧貌换新颜，更要
让居民有归属感、自豪感。”江北
区房产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袁春萍

表示。
早在 2018 年江北区贝家边老

旧住宅小区改造时，为了切实尊重
民意、更好地汲取民智，江北团
区委和宁波大学组建的“团团一
点通”帮帮团志愿者走进贝家边
小区，进行入户调查。180 户居民
中 ， 他 们 通 过 问 卷 访 谈 居 民 128
户，收集有效问卷 122 户，然后对
有效访谈问卷进行整理归纳，将数
据输入电脑，运用软件统计关键词

频次，总结出“八大问题”，最后
提交了一份长达 34 页、几万字的
调研报告。“这在当时给我们小区
改造方案的确定提供了极大的参
考，这也是改造顺利推进和完工
后居民反响良好的重要原因。”贝
家边小区所在的大庆社区工作人
员说。

事实上，无论是正大花园小
区、红梅小区、绿梅小区，还是日
湖家园、新马小区，在改造中都是

反复征求居民意见后才确定打造社
区文化特色的。

正是在“共同缔造”这一理念
指导下，江北区老旧小区改造成
效显著，走在了全国前列。去年 9
月，中组部和住建部主办的“推
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有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培训班
在宁波举行，江北区贝家边小区
和 三 和 嘉 园 小 区 入 选 为 示 范 点 。
去年完成的槐树公寓、正大花园
被评为浙江省老旧小区改造样板工
程。

顺着民心民意，广泛听取意见，寻求文化“最大公约数”

老旧小区改造：改出特色 留住乡愁
老旧小区改造，与民生福祉相连，与城市发展相系，

事关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018年，江北区启动
了对贝家边、砖桥巷、茗雅苑等 3 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升
工作；去年，江北区又对正大花园等 6 个老旧小区实施改
造，两年改造总建筑面积 34.3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3595
户。据了解，江北区去年完成改造提升的槐树公寓、正大
花园被评为浙江省老旧小区改造样板工程。

今年，江北区又有一批老旧小区将“改头换面”。记者
从江北区房产管理服务中心获悉，今年该区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涉及 16个老旧小区、682幢房屋，约 1.9万户居民。当
前，这些老旧小区改造方案均已公布。

在小区空地上打造小公园，规划种上梅花，取名梅花
文化园，让红梅小区的名字实至名归；由于小区居民有着
浓重的海洋情结，绿梅小区的方案设计则以海洋文化元素
贯穿始终；挖掘铁路文化元素，让日湖家园小区内老一辈
的铁路职工找到了久违的亲切感与归属感……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鲜明的历史文化元素，作为江北区老旧小区改造
的传统特色，得以延续提升。

而这一传统的形成，与背后的工作模式——“共同缔
造”密不可分。小区居民“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
享”，他们既是小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乡愁的主观
感受者。改造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硬件提升的舒适感，
更是精神上的归属感。

记者 黄 程 通讯员 邵家艳 周 巍

作为今年被改造的老旧小区之
一，孔浦街道的绿梅小区建成于1986
年，共有房屋 29 幢，住户 1004 户。

“我们小区内有原宁波海洋渔
业公司的职工宿舍楼，现在小区里
还住着退休的老船长呢！”绿梅社
区党委书记王叶芬笑着说，宁波海
洋 渔 业 公 司 成 立 于 20 世 纪 50 年
代，是宁波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型国
有企业，沉淀了几代宁波人共同的
城市记忆。

在老旧小区改造方案设计时，
社区干部广泛征询了居民的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融入海洋文化元

素，将绿梅打造成海洋文化场景类
社 区 。“ 曾 经 的 海 洋 渔 业 公 司 员
工，如今已经七八十岁高龄了，他
们都有浓重的海洋情结，听了方案
介绍后都十分高兴，也让他们觉得
颇有归属感。”王叶芬说。

的确，在改造方案中，记者看
到了不少海洋元素：海洋元素的小
区大门、海洋气息的墙绘，同时，
在小区公园等基础设施上也将融入
不同类型的海洋元素。

日湖家园小区一期也被纳入了
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中，该处共有
11 幢居民楼，住户 389 户，包括铁

路职工宿舍、人民小区，分别于
1996 年和 1999 年建成交付。记者
从该小区了解到，一期有 2 幢房子
为老铁路北站职工宿舍楼。

“我们用无人机从小区上空飞
过时，无意中发现了小区的屋顶，
远 看 像 是 一 个 个 行 进 中 的 火 车
头。”就是这个发现，让日湖家园
老旧小区改造方案设计方、宁波大
学建筑设计院市政所所长杨晓方找
到了设计思路。

在 前 期 听 取 居 民 意 见 过 程
中，一位 70 多岁老先生的话让杨
晓方更是感触颇深。“这位老先生

曾在杭州铁路机务段开火车，他
前半生与火车紧密相连，听说自
己所住小区的改造将融入铁路文
化元素后，他激动地跟我分享起
了他当年开火车的经历，也让我
进一步感受到了一代铁路人的自
豪及难以割舍的火车情结。”杨晓
方说，这些火车元素，将以墙绘
等形式，在这次老旧小区改造中
得以体现。

此外，由于这个小区老年人
多，又靠近日湖，生态环境优越。
杨晓方还考虑将沿着小区的外墙，
打造一条连贯的生态步道，长度约
为 541 米。这样一来，居民走出家
门，就能有一个良好的健身锻炼场
所。

顺着小区属性，挖掘集体文化，还原群体记忆

浮石社区新马小区，前不久获
得全市首张老旧小区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改造后的新马小区将在小
区内重现“浮石亭”。

早前，“浮石”和“浮石亭”
的传说，一直在新马小区居民中口
口相传。“西草马路靠近槐树路的
一边曾有一座浮石亭，年代已无从
考证，但是亭中有块‘浮石’石
碑，后因道路改造，浮石亭被拆
除，‘浮石’碑被天一阁博物馆收
藏，但是这段历史却深深地刻进居
民的记忆中。”浮石社区党委书记

王友祥告诉记者，未来的浮石亭将
造于离小区正大门不远的一处绿
地，绿地中间有一棵高耸的香樟
树。这里最适合建浮石亭，香樟树
枝叶繁茂，亭子古色古香，两者相
得益彰。

同样是今年被改造“成员”之
一 的 红 梅 小 区 ， 交 付 于 1996 年 ，
有 56 幢 居 民 楼 ， 共 有 住 户 2422
户。“我们小区的老年人占多数，
在小区内打造一个供老年人和孩子
休闲娱乐的小公园的想法由来已
久，这次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在广

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前提下，计划
打造一个梅花文化园，种上多个
品种的梅花，让红梅小区的名字
实至名归。”红梅社区党委书记宋
红燕说，小区从交付起就种有不
少梅花树，梅花的良好寓意又广
受居民认可。今后，梅花所代表的
这种品格将作为小区文化和精神传
承下去。

去年完成改造的正大花园，也
是从小区名的由来——正大火柴
厂找到的灵感。正大花园所在地原
为正大火柴厂，1966 年改制后叫

宁波火柴厂，这是一代人的记忆。
因此，设计团队在改造中做了不少
与火花、火柴有关的设计，并在社
区的牵头下，征集正大火柴厂的老
故事。“我们对涉及小区改造的一
系列问题进行了专题协商，组织召
开各类专题议事会 80 余次，收集
居民意见建议 50 余条。”正大社区
工作人员说。

集思广益下，一幅正大火柴厂
标志性的男童微笑着骑自行车的画
被绘制在小区新改造文化墙的中心
位置，火柴厂的过往历史也被书写
记录，并贴上了宁波火柴厂出产的
各种火花和图案墙贴，小区门禁卡
也有了火花元素。

顺着小区名，探究区域历史，让老小区“地如其名”

绿梅社区改造效果图。

改造
后新增的
宁波火柴
厂墙画。

社区
工作人员
正在收集
改 造 评
价。

（黄程 邵家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