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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老旧小区改造，世界各国
有不少特色经验。

德国对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
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和政府资助层
面。如柏林“谨慎城市更新”的目标
之一，就是强调城市更新的社会性，
主张城市更新应该“物质改造”与

“社会网络维护”两者兼顾。
英国老旧小区改造结合城市规

划推进，分区制定旧房改善政策。
1974 年，英国政府制定“破旧房整
治区”政策，旨在纠正住宅整体改善
中出现的问题，以保证改善基金优
先用于急需整治的破旧房屋。

法国采用政府出台政策和调动
民间力量双管齐下的方式来推进老
旧小区改造。其改造目的不仅在于
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旨在创
造城市中不同的居住环境，鼓励多
种方式的居住形式，限制都市里的
区域隔离和社会各阶层的空间隔离
现象。

日本的老旧小区改造采用立法
方式进行管理，其“团地再生”政策
就是对功能、设施已经严重落后的
集合住宅进行翻新，并对该住房所
在区域进行改造，使居住质量得以
提高。 （王博 整理）

国外老旧小区改造经验

记者 王博

作为城市的“夹缝”地带，“城中村”“老破小”不仅影响城市的美
观，也制约着城市的发展，成为困扰许多城市发展的“城中刺”。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在一次公开课上表示，让“城中
刺”变身“城中景”，对于老旧小区改造而言，就是要多多倾听居民心声。

日前，记者走访了鄞州区的福明、明楼、东柳、白鹤等街道，真切感
受到昔日脏乱差的“城中村”和“老破小”正在华丽转身，成为一道道具
有人间烟火气息的“城中景”。

5 月 11 日，随着桑家花鸟市场
最后一幢建筑轰然倒地，甬江东南
岸体量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鄞州区福明街道桑家地块地上
建 筑 全 面 清 零 。该 地 块 占 地 面 积
100 亩，原属桑家股份经济合作社。

作为城市开发建设的主战场之
一，从 2007 年起，福明街道坚持
以拆带建，围绕“城中村”改造，
启动大范围征迁，相继完成 11 个
农村社区的村民住宅改造。这其
中，隶属于明一股份经济合作社的
明一工业区颇具典型性。作为福明
街道成立以来启动的最大体量的单
一项目，明一工业区占地面积 125
亩，从昔日的农田到工业区，再到
如今的商业集聚区，历史遗留问题
都集中到这块土地上，涉及的利益
群体更是错综复杂。“我们探索出
了‘整体谈判、整体签约、整体腾
退’的征迁方式，最大限度激发被
征迁人的积极性。短短两个月，明
一工业区就平静地告别了历史舞
台。紧接着，南余、桑家、江南、
史魏家等‘城中村’整体征迁项目

也阔步推进。”福明街道党工委书
记张飞忠告诉记者。

“城中村”被征收改造后，摇
身一变成为现代化社区，也给原住
民带来了美好的新生活。去年 11
月，我市投资额和建设面积最大的
单村改造安置项目——仇毕安置房
正式交房。仇毕安置房总建筑面积
约 41.21 万平方米，由 3 幢多层和
34 幢 高 层 组 成 ， 共 有 房 屋 2768
套，涉及 1000 多户征迁户。“以前
的仇毕村是‘城中村’，刮风一身
土，塑料袋到处飞，一下雨，路脏
得脚也踩不下去。”周奶奶在仇毕
村生活了大半辈子，她做梦也没想
到能住进这么高档的小区。

搬进新小区后，周奶奶发现不
仅仅是居住环境发生了改变，居民
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以前，村里
没有垃圾桶，大伙也不讲究，垃圾
都是随手扔。现在，小区干净整
洁，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各种社团
文化组织也应运而生，让许多古稀
之年的老人重新焕发活力，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生活新篇章。

拆改
“城中村”变身现代化社区

制图 毛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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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闹，年轻人聚在绿皮火车改造成
的咖啡馆里畅聊⋯⋯5 月 20 日，鹂
西走廊二期工程举行开工仪式，将
继续引各方智慧，对黄鹂新村铁路
沿线余下的 328 米城市“边角料”
地带实施蜕变工程。

除了白鹤街道，鄞州区的东柳
街道也在积极引智改造“脏乱差”
和“老破小”。6 月 2 日，东柳街道
举行了一场老旧小区改造培训会，

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丛志强现场视频连线，讲述“艺术
赋能点亮老旧小区”的点点滴滴。
东柳街道地处鄞州老城区，其中
2000 年 前 建 的 小 区 数 量 就 有 21
个。今年起到 2023 年，街道将实
施 40 个工程的全域更新计划，其
中本月起有 6 个老旧小区将启动改
造，改造面积 80 余万平方米，总
投入 2.6 亿元。

白鹤街道白鹤街道改造铁路沿线景观改造铁路沿线景观，，让让
““边角料边角料””地带成为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地带成为居民休闲散步的好
去处去处。。 （（李超李超 王博王博 摄摄））

东部新城第一个拆迁安置小区新城社区美景东部新城第一个拆迁安置小区新城社区美景。。（（邵文岳邵文岳 沈默沈默 摄摄））

充满怀旧风格的鹂西走廊一期工程充满怀旧风格的鹂西走廊一期工程。。（（郑瑶郑瑶 王博王博 摄摄））

常青藤小区居民众筹改造河畔绿化带常青藤小区居民众筹改造河畔绿化带。。（（王博王博 范光明范光明 摄摄））

白鹤街道的紫鹃新村和丹凤新
村，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
在遭遇“衰老”的烦恼。上个月
底，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丛志强团队对紫鹃、丹凤两个小区
进行了蹲点调研。3 天时间里，团
队成员在不同时间段走遍了两个小
区的角角落落，与居民互动、现场
踏勘、入户走访，拿出初步设计方
案后，再与居民沟通，整个过程严
谨而细致。经过深入商讨，丛志强
和他的团队初步形成了 10 余个节
点的创意改造框架。

其实，早在去年，白鹤街道就
通过引智的方式，改造了黄鹂社区
旁边的铁路沿线景观。“鹂西走廊
打造初期，向广大居民和社会各界

发起‘公益召集令’，宁波大学潘
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徐顺
华团队就是被‘公益召集令’吸引
过来的。”白鹤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在改造过程中，徐顺华多次表
示，鹂西走廊是城市中心职责交叉
的“边角料”地带，只有“共建共
管、共治共享、共同缔造”，才能
真正形成长效管理机制，让更多居
民愿意参与共建和珍惜成果。“比
如‘草木居’，原本设计三层都是
放花木的架子，后来考虑到社区内
老年人口比例较高，我们就将底层
改造成座椅，方便居民休憩。”

如今，每天傍晚居民都会到鹂
西走廊放松休闲：老人沿着枕木步
行道快步健走，孩童在游乐园尽情

引智
“脏乱差”成了“幸福里”

“老阮，我们来向你‘取经’
了！”这几天，好几位居民到明楼
街 道 常 青 藤 小 区 三 期 303 号 楼 道

“取经”。“老阮”大名阮国庆，是
一位热心人，他带领 303 号楼道发
起众筹改造门厅行动，楼道内的
17 户居民集体出资 1.1 万余元，自
己动手，清理楼道垃圾杂物，给车
库门刷漆，给墙壁贴上崭新的白瓷
砖，安装感应灯，并约法三章、共
同管理。

除了改造门厅，阮国庆还带领
小区居民众筹改造河畔景观。凉亭
旧了，有居民买来油漆修缮一新；
走累了没地方坐，大家想办法筹资
安装了石凳；绿化带破损，大家众
筹买树苗，打造了一条 200 米长的
崭新绿化带。不仅如此，还有好几
位居民主动当起了共享河畔的义务

管理员，每天早晚两次到河畔开展
保洁工作，给花草浇水，擦擦石
凳，清扫垃圾和落叶。

位于鄞州中心城区的风格城事
小区交付已有 10 余年，在很多业主
眼里，小区地段好、周边配套成熟，
但也遭遇了不少“成长的烦恼”。去
年 10 月底，小区 92 号楼道业主自发
筹集资金，对一楼大厅、地下车库入
户通道等区域进行了全面改造。92
号楼共有 36 户业主，大家投票选出
一批热心而且有时间有精力的业
主，成立众筹改造小组，征求民意，
拿出改造方案。最终，在众筹改造小
组的牵头协调下，每户业主出资 1
万元启动了楼道改造。今年 1 月底，
92 号楼道改造完成，不仅进行了景
观绿化提升、灯光设施改造，还重新
铺设了大理石地砖。

众筹
“老破小”改成“小清新”

丛志强在一次公开课上表示，
在为老旧小区改造出谋划策之前，
他曾走访过多个居民小区，从居民
需求来看，有三大问题是他们最为
关注的——希望有一个休闲空间、
期望改善社区卫生环境、希望增加
一些便民设施。

近期，在一次针对宁波城市规
划建设的公开课上，北京大学建筑
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迪华发表
过一个观点——应该重视“以人为
中心”。他从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与
治理体系现代化角度出发，认为城
市土地开发、物质环境建设和政策
落地，应更多地满足人的基本生活
需求、激发人的创造潜能。

“艺术绘画，具有实施的空间限
制小、成本低、自由性强的特点，利
用以绘画为代表的艺术手段，对‘城
中村’和老旧小区进行赋能，使‘城

中村’变得更加美好。”墙体彩绘工
作者王泽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中，
可以使用艺术绘画增光添彩。要强
调的是，绘画内容应当结合当地文
化特色，绘制村民或居民喜闻乐见
的内容，每个“城中村”和老旧小区
都应该“量体裁衣”。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
授、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执
业律师胡行华从“城中村”拆改的角
度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城中
村”改造是对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能
力的考验。因此，“城中村”的改造，
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对执法
人员的法治监督，重视改造、拆迁过
程中村民的法律主体地位。同时，要
引导村民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通
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来化解矛盾、解
决问题。

思考
如何盛放更多“城中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