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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过去’掐住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只能看到某个未来的方向。我们从出生那一刻
就能感受到这股力量，于是以为这就是自然，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很少试
着挣脱并想象自己的未来还有其他可能性。”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
里这样写道。

未来，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代表着重塑，意味着变革，是与过去不一样的无限
可能。

5 月 27 日，在高规格的全省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工作推进会上，浙江
第一批 28 个未来社区正式命名。3 年前未来社区建设启动之时，它们或许还只是一
个概念，但共同的名字“未来社区”，让人们对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充满想象——以未
来为坐标，浙江要对现有的理念、思路方法和体制机制进行一场前瞻性、牵引性、系统
性的升级，落地“一统三化九场景”，建设人民幸福的美好家园。

如今，走进这些未来社区，在很多个“不一样”里，人们感受到，未来已经呼啸
而来。

未来社区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自 2018 年 5 月提出
创建，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推进、迭代优化，取得了阶段性的
显著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定义现代化城市时，给出了三个定语：
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浙江未来社区建设生动诠
释了这三个关键词，为新时期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高水平治理探索了新路。一是和谐宜居，彰显高品质生
活。“一统三化九场景”建设，聚焦当前社区特别是老旧小区
运营管理的痛难点问题，有效匹配了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关注“一老一小”、全龄友好，补齐社区公服设施短板，打
造了高品质的生活空间。二是富有活力，彰显高质量发
展。通过完善政策供给、创新开发模式，探索“去房地产化”
模式，创新了老旧小区改造的资金平衡模式，特别是通过数
字化改革引领、赋能，线上线下贯通社区服务，注重促进关
联产业发展，涌现了许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了城市高发
展质量。三是各具特色，彰显高水平治理。28 个标志性社
区各有特色，但特色主要不在硬件，而在于立足实际，破解
社区治理资源、成本难题的机制创新。这些创新，坚持问情
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激发了居民参与，提
升了社区治理成效。

展望未来，将未来社区场景建设与城市基础设施社区
化有机融合，着力推动实现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
共享，在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的大场景下，人民群众可感
的未来社区、未来园区、未来街区、未来城区、未来城市，必
将遍布浙江大地。

（作者系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城市治
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机制创新比
硬件设施更重要

江山舞

浙江命名首批28个未来社区，引领城市重塑与变革——

“未来社区”，有何不一样
本报记者 方臻子 孙 良

华灯初上。杭州上城杨柳郡未来社
区里，美好生活的气息更加浓郁：游乐区
里洋溢着孩子们的欢笑，架空层里广场
舞的步伐整齐划一，健身房里年轻人挥
汗如雨，邻里客厅里一对父女沉浸在阅
读中，烘焙店透出温暖的灯光和诱人的
香气⋯⋯

“生活太方便了！”在游乐区里遛娃
的吴女士，虽说不清“未来社区”到底是
什么，但却能真真实实地体验到，未来社
区是不一样的：

在她原来住的社区，托幼、教育、医
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大多数在小区
外，她必须走出小区去“找”，有些还有点
远，有时还挺麻烦。但在杨柳郡，只要下
个楼、不用出社区，就能在“5—15 分钟
生活圈”里，便捷地享受公共服务、邻里
生活、商业配套，公共资源“围着她转”。

“与传统社区相比，未来社区给人最
直观的感受，是通过物理空间的营造，将
公共服务资源‘主动地’汇集到居民身
边，成为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城市基本单
元。”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工作专班办公
室（省风貌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传统社区建设的思维中，住宅与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是割裂的。但未来
社区通过“一统三化九场景”的落地，在
规划、设计、建设全过程中系统性地考量
住宅与服务的关系，解决了公共服务资
源配置不均衡不合理的现象，从造房子
迭代到造生活。

首批命名的 28 个未来社区，在公
共服务空间打造和功能提升等硬件建
设上，各个可圈可点。像杨柳郡，居民
平均年龄 35 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
的年纪，社区就围绕居民全年龄段需
求，重点打造“生活一张图”：社区内就
有幼儿园和小学，以及幼儿一站式成长
中心、青年成长之家和活力老人颐乐学
院等；以东西公园、智慧健康站、未来健
康屋和养老中心串联健康场景，居民

“小病不出小区，养老不出远门”；
通过空间置换，打造以“邻里+公
益”为核心的 800 平方米双层邻里客
厅等；在郡约广场、商业步行街等空间
里还有邻里集市，为居民创业提供摊位
和服务支撑⋯⋯

如何让幼有所育、老有所养，是全社
会关切的民生热点。聚焦“一老一小”等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更是未来社区建设的重头戏。据介绍，
在首批未来社区的“5—15 分钟生活圈”
中，托育服务设施、养老服务设施、老年
食堂、妇儿服务驿站、智慧健康驿站、24
小时无人药房等方面的配置，都比较
齐全。

在德清武康街道东部的新丰未来社
区，每天中午 11 时多，社工就来敲 68 岁
的居民夏奶奶家的门。“是社区来送餐
了，荤素搭配，味道很好。”让夏奶奶天天
眉开眼笑的，就是新丰未来社区的社区
食堂，针对辖区内 60 岁以上老人，推行
疫情下的“第三方制作+城配物联公司配
送+社工送货上门”的服务模式，老人足
不出户，就能吃上健康餐。在衢州柯城
斗潭未来社区，针对 3 岁以下婴幼儿的
托幼和游乐需求，设置了托育点、全龄学
习幸福学堂等，减轻家长们的育儿焦虑。

未来社区的“生活圈”，不仅能为居
民提供更好、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还通过
政府的资产盘活，实现更优惠的价格，让
服务更具普惠性。如杨柳郡养老服务中
心，虽然是由社会化养老机构中大朗颐
在运营，但中心主任淦岳琴告诉记者，床
位费每月 3000 元至 4000 元，对社区居
民打六折；护理费每月 2000 元至 6000
元，社区居民能打七折，“因为社区给我
们免了房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扩中提
低’。”省风貌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也是
未来社区作为“共同富裕城市基本单元”
的题中之意。

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

城市化，将村民变成了市民；未来社
区，则要把市民重新变为“村民”。

在首批28个未来社区里，守望相助
的新型邻里关系，是它与传统社区在人
的精神塑造上最大的不同。

绍兴市柯桥大渡未来社区，现辖 5
个小区、2.5 万多常住居民，其中六成以
上不是本地人，还有 500 多位外籍居
民。如何让大家更加和睦？社区做了一
个极具特色的“大渡社区文化”数字化应
用，打造“家头条”“邻里帮”“文 E 家”三
大文化应用场景，包括“小 DO 假日乐
园”“一起拼多多”“大渡知乎”“共享工具
箱”等17个四级任务。

每个周末，“小 DO 假日乐园”就会
成为社区里最“闹腾”的地方：手工制作、
趣味游戏、农耕体验、清廉家风主题教育
等活动，吸引了社区许多“铁杆”家长、孩
子光顾参与。“家里线上报名，下楼就能
体验到不同形式的课堂，孩子们玩得开
心，我们大人也有了新圈子。”居民王琴
开心地说。居民需要缝缝补补、修鞋配
钥匙，社区了解到不少老年居民有这方
面特长，于是成立了达人工作室，让老人
可以发光发热，也为居民提供一份便
利。有一手磨剪子好手艺的居民陈百
富，每天摆摊，成了社区里的“达人”。

“通过未来社区多跨文化场景落地，
社区的文娱活动更加丰富多彩，邻里关
系更加和睦温暖，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幸
福感和获得感明显提升了，精神世界也

‘富’起来了。”大渡社区党总支书记、居
委会主任张晓鸿说。

未来社区不仅能让更多人参与到社
群生活中，还让人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主
动，成为社区真正的主人翁。

每天下午 4 时，杭州市滨江区奥体
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沿着画着蓝线的“无
忧通学路”，踏上了安全的回家路。“无忧
通学路”以缤纷未来社区的五个小区为
起点，全长1.5公里，通过硬件、志愿者护
学、数字云守护相结合的多维安全保障

措施，让孩子不用家长接送，也能安全上
下学。而这个“金点子”，正是在缤纷未
来社区的议事大厅里，被首次被提出，并
通过社区的积极落实，成为了全国首条。

杭州余杭良渚文化村未来社区里，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阳光议事团”。在党
建引领下，“阳光议事团”由社区、居民代
表、法律人士、开发主体、物业五方构
成。社区里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小到
居民养猫、树木修整，大到涨物业费、划
停车位、疫情防控等，都拿到“阳光议事
团”议一议，形成方案后公示征求文化村

“村民”意见并实施。良渚文化村社区党
委书记徐一峰介绍，如果居民有投诉，还
可直接通过手机小程序上报，先由物业
运营人员判断和处理，若不能处置可上
报社区，社区可选择直接处理或再上报，
居民还能对处理进行评价，形成闭环。

省风貌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
来社区的创建，本身就是一个构建新型
社区关系的过程。创建之初先调研，发
现社区的真正需求；创建过程中不断征
求居民意见；验收时评测居民满意度，满
意度低的不予通过验收。“未来社区好不
好，老百姓说了算。”

众人事，众人议。这就是未来社区
着力打造的“以社区为家、在社区当家”
的新型邻里关系。

不一样的邻里不一样的邻里

未来社区是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
单元的三大板块之一。未来社区，有了
最具浙江特色的新使命。“未来社区不
只是为本小区服务的，还要扩大影响。”
省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杭州滨江区西兴街道的缤纷未来
社区，就是这样一个率先将未来社区从

“盆景”变为“风景”地方。缤纷未来社
区属旧改类未来社区，包括 3 个社区、
覆盖 5 个小区。当记者走进缤纷未来
社区服务中心，迎面见到一个“笑脸”，
正是“一滨办”的标志：三个社区的服务
事项，在这里都能办。

西兴街道办事处主任周翔告诉记
者，亮点就在一个“跨”字上——将3个
社区、5 个小区的资源管理打通，通过
跨社区联建、跨部门执法、跨区域物管、
跨业态统筹，将“三化九场景”的覆盖范
围做到了最大化。未来，这种做法还将
在整个滨江区铺开。

未来，代表着重塑、意味着变革，未
来社区在建设中最难的，但也是浙江最
想探索的，是体制机制。

譬如，为社区提供的各种服务，是
不是一定需要政府的补贴“输血”？能
不能找到可持续的运营模式，激发社区
自身的“造血”能力？

长兴县的齐北未来社区里，有一
个 2016 年开业的浙北商业广场，之前
商铺长期空置，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也
非常有限。在创建过程中，长兴县文
旅 集 团 ，长 租 下 1.2 万 平 方 米 ，投 资
2840 万元，打造百叶龙文体培训中

心，提供大众性的体育锻炼、普惠性托
育服务、普惠性素质教育和公益性职
业培训等服务。从去年 4 月开业到年
底，营收约 1800 万元，预计今年 10 月
即可收回全部投资。通过统筹运营，
浙北商业广场出租率从 2020 年不到
69%提升到 2021 年底的 93%，资产被
彻底盘活，实现多方共赢。

也有一些未来社区，在探索通过服
务整合，把赔钱的、不赚钱的、赚钱的三
类服务统筹起来，实现资金平衡。

良渚文化村未来社区成立良渚策
略开发运营中心，统筹社区里文化、产
业园、物业、养老等。比如，将玉鸟流苏
一期创业产业园的租金盈利，用于反哺
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和随园养老运营的
成本开支，以盈利覆盖亏损，做到盈亏
平衡，持续推动社区有序生长。

未来社区也承担着房地产转型的使
命。“房地产企业成本越来越高，老百姓
却觉得房子质量越来越不行，政府觉得
监管压力越来越大。”省风貌办相关负责
人感叹，各方主体面临着怎么样去解决
房地产转型的问题。

未来社区建设“坚持家园属性、防
止房地产化倾向”，突出探索政府主导、
多元参与的新路径。一方面，全面推行
开发商整体参与投建管运一体化模式，
鼓励总承包式综合运营，全链条考虑资
金平衡；另一方面，在政府层面土地带
方案出让，将配置要求纳入土地拍卖条
件中，实现社区内外居民共享。通过这
些方法，引导房地产开发商向城市运营
商、生活服务商转型。

就在几天前，浙江第五批未来社
区创建名单对外公布，186 个新项目
入库，至此，浙江未来社区创建项目
扩容到 467 个。浙江的目标是到“十
四五”末，未来社区覆盖约 30%的城
镇 社 区 ，并 形 成“ 浙 江 经 验 ”对 外
推广。

在不远的未
来，将有越来越多
浙江人，在不一样
的未来社区里，追
求美好生活的 N
种可能。

不一样的使命

杭州市 1 上城杨柳郡未来社区
2 上城红梅未来社区
3 拱墅瓜山未来社区
4 西湖吉鸿未来社区
5 滨江缤纷未来社区
6 滨江冠山未来社区
7 萧山振宁未来社区
8 余杭良渚文化村未来社区
9 余杭葛巷未来社区
10 余杭翡翠未来社区
11 临平龙兴未来社区

宁波市 12 鄞州和丰未来社区
13 镇海总浦桥未来社区

温州市 14 鹿城府东未来社区
15 瓯海新桥社区

湖州市 16 吴兴红树湾未来社区
17 长兴齐北未来社区
18 德清新丰未来社区

嘉兴市 19 南湖桂苑未来社区

绍兴市 20 柯桥大渡未来社区
21 诸暨东盛未来社区

金华市 22 义乌鸡鸣山未来社区

衢州市 23 柯城斗潭未来社区
24 柯城白云未来社区
25 衢江望江苑未来社区
26 龙游翠光未来社区

舟山市 27 新城如心未来社区

台州市 28 椒江城隍浦未来社区

浙江省首批
未来社区名单

杭州滨江缤纷未来社区“无忧通学路”杭州滨江缤纷未来社区“无忧通学路”

杭州西湖吉鸿未来
社区共享庭院

本 版 图 片 除 署 名
外，均为省风貌办提供

德清县武康街道新丰未来社区，居民正在卫生服务站办理“家庭医生”服务。
拍友 谢尚国 摄

德清县武康街道新丰未来社区，居民正在卫生服务站办理“家庭医生”服务。
拍友 谢尚国 摄

绍兴柯桥大渡未来社区设置了绍兴柯桥大渡未来社区设置了 2424 小时便民服务区小时便民服务区，，居民不出小区门可以打印居民不出小区门可以打印、、借用工具借用工具、、
存取资料等存取资料等。。 大渡社区供图大渡社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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