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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唤醒““沉睡沉睡””的城市闲置空间的城市闲置空间
记者 杨绪忠 通讯员 李佳静

城市的美与活力，不仅仅体现在高楼大厦、

宽阔街道和璀璨灯光，它还隐藏在每一处街景掠

影、每一条林荫小径、每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角

落。

近年来，我市各地积极挖掘街头巷尾的碎片

空间，打造烟火与静谧兼容的“口袋公园”；盘活

“脏乱差”的桥下空间，打造活力动感的嵌入式体

育公园，努力推动城市空间由闲置变闲适、由零

散变灵动。

精工细作方能绘就城市画卷。在如何用活用

好城市“剩余边角”的尝试中，越来越多的“城

市之美”被挖掘出来，让所见之处皆为风景。

近日，驾车经过沧海路与首南
路交叉口的市民欣喜地发现，原先
略显枯燥的沿路景观已被连绵的向
日葵“金色花海”所取代，为甬城
夏日增添了几分蓬勃生机。

时间倒回到今年年初，这个面
积约 3 万平方米的地块，除部分区
域用作苗木移植用地外，仍基本处
于环境杂乱、荒废闲置的状态。从
3 月份开始，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园林部门对该地块进行渐进式开
发改造，快速完成了地块内杂物清
理、地形整理、园路新建、出入口
打造、乔木移植、观赏类经济作物

（向日葵） 播种等工作，并结合该
地块的地理位置和公园形态特点，
为其取名为湾底郊野公园。在优化
空间布局、提升区域环境质量的同
时，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到了

“诗与远方”。
这样的尝试在我市已经屡见不

鲜。位于朝晖路朝晖桥西南侧的
园林移植苗圃，曾因靠近马路与

居 住 区 ， 一 度 成 为 “ 白 色 垃 圾 ”
的聚集点。去年，园林部门在原
乔 木 点 位 基 础 上 进 行 适 当 补 种 ，
并融入景墙、休息座凳、健身设
施，用空间上的“曲线分割”手
法，打造了一处兼具赏景和游憩
功能、以“年轮”为主题的“口
袋 公 园 ”。 还 有 曾 被 评 为 宁 波 市

“最差绿地”备选的鄞州区老年公
寓 东 侧 地 块 ， 经 过 梳 理 改 造 后 ，
增设了休闲、健身设施，为老年
公寓居住人员及周边市民健身锻
炼提供了极大便利。

截至目前，鄞州中心城区累计
推出公共空间“口袋公园”4 个。
今年，鄞州园林部门将进一步梳理
挖掘道路交叉节点闲置空间，开展
悦盛桥“口袋公园”和江东南路卧
彩河旁、江厦桥北侧甬小园等绿色
新空间建设，塑造更加完善的街头
公园绿化体系，将更多小而美、小
而精、小而实的转角微景观呈现在
市民面前。

打造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这段时间，宁波接连经历了高
温酷暑和狂风骤雨，但潘火高架桥
下的一座半开放式体育公园始终热
闹非凡。据了解，这座占地面积近
1 万 平 方 米 的 体 育 公 园 已 经 运 行
了 两 年 多 ， 场 馆 使 用 率 达 到
100%，日均客流量 600 余人次，晚
高峰运动场地预定日日爆满。

将城市闲置土地改造成体育场
馆，开拓全民健身渠道，是宁波卓有
成效的尝试。记者从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已有 20 余
个由桥下空间改造成的体育场馆。

渣土成堆、垃圾遍地，且多次
整顿不见效果⋯⋯长期以来，镇海
区庄市街道万市徐村高架桥下的空
间，给人以“脏乱差”的印象。为
此，街道创新改造模式，与高速路
政部门签订委托管理协议，由该部
门代管桥下空间，邀请相关高校专
家精心规划，建设 1.3 万平方米的

“运动长廊”。
近 4 年来，“运动长廊”服务

周边 7 个村子的数万名居民，满足
了其日益增长的运动消费需求，成

为桥下空间改造的典范。
记者了解到，目前宁波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高于全省平均值，但随
着城市扩张和人口集聚，体育场馆
辐射的“盲区”仍有不少。以潘火
体育公园附近的茶苑小区为例，该
小区距雅戈尔体育馆 3.5 公里，距
鄞州体育馆约 4 公里，居民去哪个
体育馆都不近。

潘火体育公园的出现，让茶苑
小区居民的这一困扰烟消云散。近
段时间，庄先生常常利用晚上或周
末时间，步行 5 分钟到场馆打羽毛
球。“身体健康了，生活也变得多姿
多彩，还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球
友’。”运动完的庄先生笑容满面。

今年 4 月，位于宁波绕城高速
（天童南路-宁南南路段） 桥下的
首南体育公园完工，这是鄞州区继
潘火体育公园、福庆体育公园后，
第 3 个采用“以用代管”模式打造
的桥下空间嵌入式体育公园。目
前，这 3 处桥下体育公园日人流量
约有 450 人次，年人流量达 16 万人
次，实现了良性运营。

桥下空间变身为体育公园

近日，鄞州高级中学的 500 余
名学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劳动实
践课。他们来到鄞州区九曲河畔的
农耕研学园，帮忙收割了 16 亩小
麦，收获所得全部归入鄞州区公园
城市绿化基金，用于公益事业。

九曲河农耕研学园所在地块位
于九曲河两岸。该地块面积约 24
亩，此前为闲置状态，且时常出现
无序种菜、乱堆放等现象。去年 9
月，此地经相关部门整治后，进行
平整复垦，种植了 16 亩小麦。今
年 5 月，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
此基础上打造了九曲河农耕研学
园，并计划持续推出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等系列主题活动，目前

已有 1200 人次参与农耕体验活动。
“‘双减’政策推行以后，园

林部门与鄞州高级中学、善园基金
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农耕研学’
主题户外劳动实践课，让孩子们能
够撸起袖管、挽起裤腿，真正置身
于田间地头，学习农耕知识，体验
劳作的艰辛。”鄞州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融合公
园形态与农耕场所、研学基地的新
型场景空间，使原先的闲置地块成
为城市中难能可贵的研学实践基
地，不仅展现了园林部门建设“公
园城市”的决心，也打开了闲置地
块利用的新思路。

不仅于此，我市闲置地块利用

提升闲置地块利用价值

还充分结合了周边环境特色和功
能定位，让它们真正活起来、靓
起来。园林部门通过排查中心城
区道路两侧、公园内部地块使用
情况，梳理出一系列使用率不
高、特色欠鲜明的闲置地块，因
地制宜打造特色景观。如四明中
路中间绿化带，结合热力管道铺
设情况，将其打造成为极具江南
特色的旱溪花境；在鄞州公园一
期、院士公园等地开辟专门区
域，将低效绿地转化成为郁金香
园 、梅 园 、紫 薇 园 等 特 色“ 园 中
园”，成为应季“网红”打卡点；利
用鄞州公园二期空地，专门打造
水蜜桃种植采摘园，并组织开展
亲子活动，增强园林工作的互动
性与趣味性⋯⋯通过挖掘地块价

值、拓展功能、重塑景观，让闲置地
块更显绿意、更具生机，也让市民拥
有更多“转角见美”的惊喜。

除此之外，城管部门还针对不
同桥下空间特点，探索更加个性
化、差异化的整合利用方式。如以
街道牵头、业主出资、物业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局后期监管为模式，
将桑田南路立交桥下空间改造成临
时停车场，新增车位 100 余个，解
决了东湖花园小区居民停车难的问
题；以澄浪桥 （永达路和江东南路
交叉口） 桥下空间为试点，利用废
弃木屑、彩色树皮，再辅以麦冬点
缀，因地制宜“绘制”各种图案，
打造别具一格的木趣空间，既解决
了桥下空间灌木生长不良问题，也
丰富了城市景观。

在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城
市建设也开始由增量扩张进入存量
优化的新阶段。城市中被废弃的、
利用率不高的闲置空间，成为更新
改造的首要目标。

在面向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土
地资源是非常稀缺的生产资料。充
分利用每一寸土地，成为城市扩大
生活空间的另一个突破方向。

闲置空间是指城市中未能被充
分利用的空间，这些空间往往不如
城市广场空间、街道空间等容易引
人注目，而是处于城市的某个角
落，常指那些不能发挥作用、具有
消极性的城市空间。

闲置空间的主要类型有：建筑

物间的不规则空间、被污染土地上
的剩余空间、高架桥下无法被利用
的剩余空间、地形限制下产生的剩
余空间、原有用途改变后被废弃的
空间。

剩余空间的原有用途与产权归
属等基本性质，对其改造方向的影
响是巨大的。普遍情况下，剩余空
间改造不会对空间性质进行改变，
原有的空间特点是被保留的。

闲置空间改造的两大方向分别
是公共空间改造和商业空间改造。
改造的策略主要包括环境优化基础
重设、情景设想功能复合、活动组
织运营带动、品牌磁极文化植入
等。 （杨绪忠 整理）

闲置空间改造的两大方向——

公共空间改造和商业空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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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曾几何时，城市管理者面临
着这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一
些闲置空间环境乱象反复、养管
成本高昂，找不到破解之法；另
一方面，优质的休闲和健身场地
稀缺难觅，居民长期处于“休闲健
身去哪里”的困惑中。如何兼顾城
市面貌改善与空间高效利用，成
为亟待破解的城市治理难题。

在这方面，鄞州区“以用代
管”的探索模式值得肯定。“我
们通过公开招标引入第三方社会
资本，并通过制度化运行，督促
企业、市政部门各司其职，努力
推动城市消极空间向积极空间有
益转化，如潘火桥下空间建设已
成为‘创意点亮城市’的样板案
例。”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已征用还没开发的地块、
桥下空间等各种类型的城市闲置

空间，尚有很大潜力可挖。政府要
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统一谋
划，增强其公益色彩，使之更好地
惠及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宁波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慧
军认为，宁波利用城市“边角料”
建设绿地、公园和健身场所的大方
向值得肯定，同时建议打造一批公
益性强的“休憩驿站”，供环卫工
人、过往的老人等特殊群体休息

“充电”。
唤醒闲置地块，还应注重发挥

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浙江万里学院
物流与金融系教授田剑英认为，只
有推进社区公共空间社会化运营，
才能激活社区治理创新的一池春
水。闲置空间的治理，包括设计、
议题、项目、活动，需要社会化视
野，注重服务主体的市场化，这样
才能打造可持续的民生福利，形成
良性循环。

闲置空间大有潜力可挖

九曲河农耕研学园的麦子熟了。 （杨绪忠 李佳静 摄）

湾底郊野公园的向日葵开了。 （朱梓榭 杨绪忠 摄）

孩子们在庆丰桥下
的足球公园“撒欢”。

（杨 绪 忠 徐 佳
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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