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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百丈街道华
严社区这次一共对辖区
华严街、华严巷、廨院巷

等10余个点位进行微改造。因为
刚好赶上梅雨季，社区党委书记
孙凯明一度很担心工期。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仅仅
用了20余天，社区的微改造项目
就基本完成。孙凯明说，速度的
背后，离不开居民、共建单位、志
愿者等“智囊团”的鼎力支持。

在“创意点亮城市角落”行动
推进中，改造项目看似“小打小
闹”，但因为立足居民日常所需，
采取的又多是“力所能及”的方
式，大大激发了居民的主人翁精
神，激活了全民参与，共创美好家
园的创意火花。

当一个个居民自发参与到社
区建设中来，参与到文明城市创
建中来，这俨然成为一座城市文
明品质不断得到提升的最扎实的

“底子”。
正如舟孟社区党委书记余佩

宏在社区小公园“慈·清风里”的
改造中遇到的——

“我们想过将这里改造成停
车位，但发现居民反响‘淡索索’，

最终决定改成小公园，破土动工
那天，不少居民主动来帮忙。”

“小公园建成后，无论是日常
保洁，还是花草养护，都不需要社
区操心，居民主动会照料好。”

位于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海港
社区，一栋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
初的二层小楼，最初是垃圾房，后
被用于堆放杂物，很多人以为它最
终逃不过被一拆了之的“宿命”。

就在2019年，小楼成了社
区垃圾分类服务驿站。从“垃
圾分类知识培训”到“变废为
宝制作”，从“党员志愿服
务”到“积分有礼兑换”，几
乎每天都是人气满满。

海港社区党总支
副书记董俊美说，因
为有一大批热心居
民的参与，“居民自
治服务体系”逐渐
形成，“社区需
要帮忙，只要
说一声，志愿
者就会自己
安排好人
手。”

■我市高标准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纪实

在紫鹃社区，荒废的绿地不见了，“美
丽庭院”令人流连忘返；在后庙社区，搬
走的居民搬回来了，用实际行动为社区
治理新模式“投票”；在华严社区，散
落在每一个角落的“小而美”景观背
后，都站着一支志愿者队伍……

所有这些变化，源于“创意点
亮城市角落”行动，通过微创
意、微改造，提升老旧小区、背
街小巷的整洁度，通过人居
环境的提升来影响人、塑造
人，全面提高城市文明程
度。

微创意、微改造，扮
靓的是一座城市文明
的“面子”，由此带来
的社会基层治理方
式和居民参与家
园建设的积极性
的提升，做实、
变厚的是一座
城市文明的
“里子”和
“底子”。

“充满奇思妙想”，
是记者在过去一个多月

里走访了近10个社区的
“微改造”项目后留下印象
最深的。

鄞州区百丈街道舟孟社
区，有一条不足百米，仅能容两

人并肩通过的过道，挂起了八个
信箱——

有的装的是照片：1996年7月，
52弄11号装了社区第一扇电子防盗

门；在陪伴居民10几年后，靠几块铁皮
遮风挡雨的“凉亭”被崭新的“议事长廊”

代替……

有的装的是实物：用坏的血压计背后是
社区志愿者15年如一日免费为邻里量血
压；沉甸甸的“咸齑石头”寄托的是对“后生”
的希望，有压力才有动力。

还有过道尽头，系列小说《哈利·波特》
里存在于英国国王十字车站的第九站台和
第十站台中的柱子上，可通往霍格沃兹魔法
学校的站台……原本“泯然众人”的过道一
下变成一条“有故事”的“巷子里”。

这样的创意，在甬城的角角落落还有很
多，通过艺术融合、文化传承，让城市角落焕
发出新气息、新时尚。

镇海区庄市街道庄市社区洋衙弄的一
家修车铺，一侧的墙上是以修车老行当为主

题的墙绘，另一侧的墙上是废轮胎改造的花
盆。

在石弄堂拐角处，茶水房用来堆放柴火
的空地被打造成小花坛，发锈的门也挂上了
各色的饰品，充满童趣。

作为一个散居型的老社区，背街小巷的
卫生死角在过去很长时间制约着庄市社区
整体环境的改善，从卫生死角着手的“微创
意”一点点改变着社区的面貌。

在改造过程中，庄市社区并没有追求
“高大上”，视老墙门、老弄堂，充满市井气息
的庄市老街为社区独有的“宝藏”，提出打造

“老墙门·新市井”文化品牌，让“老”社区有
了“新”的精神面貌。

在鄞州区明楼街道东
海社区，对下辖民安小区的

“微改造”从居民们最关心的
“停车难”改起。

主干道上，由红蓝两条色带组
成的“潮汐车位”十分具有视觉冲击
力。平峰期，进入小区的车辆会被引
导停到普通车位上；下班高峰期，车
辆可有序停到“潮汐车位”上。

不用再为“找车位”犯愁，居民停
车毁绿的现象大大减少；再配合单向
通行，进出小区也变得畅通许多。

没有手术式的大拆大建，而是因
地制宜的“微改造”，让市民享受更具
品质的美好生活，是甬城在推进文明
城市创建中提出的更高的自我要求。

“微改造”得以“遍地开花”，根本
还是因为社会基层治理的“里子”做
实了。

在鄞州区白鹤街道紫鹃社区，原
来有不少居民在门前绿化带种菜。

“堵”只会激化矛盾，社区党委书记严
丽娜选择了“疏”：允许居民在合理范
围内对绿化带进行“创作”。

从社区和居民合力打造的“主
妇花园”到居民“唱主角”的“美丽庭
院”，居民们对“美”的向往喷薄欲
出。

在鄞州区白鹤街道丹凤社区，因
为建成年代久远，没有物业管理，缺
乏精细养护，退化严重，原本令居民
引以为傲的“社区绿化覆盖率达
41%”，反倒成了“槽点”。

丹凤社区居委会主任徐挺说，
“盘活”绿化资源，在保留足够的绿化
面积和满足居民生活需求之间找到
一个平衡点，让绿化更好地为提高居
民生活水平服务。

“留白”的“庭院里”让居民走进
绿化；腾空的晾晒场，让居民无需毁
绿；从杂乱无章的灌木、杂草丛中

“挖”出来的“流光步道”更是让居民
足不出小区，就可以健身休闲。

在“微改造”过程中，一些社区还
梳理出了社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新
方法。

在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后庙社区，
对小区硬件设施进行改造提升的过
程中，社区、小区业委会、物业摸索出
了一种自治创新、开发合作的新模
式：酬金包干制。

简单来说，就是实行“管理成
本+毛利+激励机制”三者相结合的
酬薪制度。在确保基本收入的基础
上，物业干得越好，最终拿到的收入
就越高。

“面子”变靓了
“里子”做实了
“底子”变厚了

“微改造”，让“里子”做实 “微提升”，让“底子”变厚

记者 石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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