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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社区见美好走进社区见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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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体制机制上的重塑。

未来社区，如何重塑基层治理体制机
制？前几天，我化身一名社区居民，来到位
于杭州市滨江区的缤纷未来社区，这是一
个由老旧小区“变身”而来的我省首批未来
社区。

一天探访下来，有一句话不断从我
脑海里蹦出来：未来社区，原来还能这
样干！

“一万方”
系统性重塑生活场景

夏日炎炎。我走进位于丹枫路上的
“缤纷会客厅”，一股凉意袭来。进门不
远处，几组布艺小沙发和小圆桌旁，坐满
了街坊四邻，大家吹着空调拉着家常，十
分惬意。地上几个环保袋里装着刚买的
菜，其中一些人手里还抱着婴儿。

我找了一张小沙发坐下来。“你是刚
来的吧？以前没见过，是租房还是买
房？”笑呵呵的彭齐林阿姨，见我不是“熟
面孔”，就主动和我聊起来。她告诉我，
自己是江西人，来帮女儿女婿带孩子。

“刚来的时候，看着这么高档的地方，我
都觉得不是普通老百姓能进的。”说起

“缤纷会客厅”，彭阿姨连呼想不到。得
知我有小孩后，她热情推荐说：“你去二
楼看看，楼上很适合孩子学习。”

来到二楼，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城市
书房，一排排的大书柜里摆满了各种图
书。在门口易拉宝海报上，写着近期的
文化活动。大书桌旁，既有带着笔记本
电脑工作的年轻人，又有拿着放大镜看
书的老人。在相对独立的儿童阅读区
里，两个孩子正围着一位老人读绘本。

参观完二楼，我遇见了刚开完会的缤
纷未来社区联合党委书记王小红。她告
诉我，缤纷未来社区打造了包括食堂、社
区服务中心、综合治理中心、卫生服务中
心、健身中心、成长驿站、生鲜汇等在内的

“邻聚里”8大中心，构建5分钟社区公共
服务圈，“缤纷会客厅”也是其中一部分。

“公共服务空间加起来共有 1.05 万
平方米。”王小红说，相当于 1.5 个足球
场这么大。这着实令我惊讶。要知道，
老旧小区往往面临空间不足导致未来
生活场景无法落地的困境，“缤纷”是如
何做到的？王小红解开了我的疑惑：缤
纷未来社区其实不是 1 个社区，而是星
民、七甲闸、水电3个社区，是“跨社区联
建”的未来社区。

未来社区“一统三化九场景”，首先就
是党建统领。在党建统领下，3 个社区

“拧成一股绳”，将资源、空间、平台、服务、
活动等共享。王小红说：“我们之所以成
功，关键就在于把以前固有的东西打破
了，再进行系统性重塑。”

未来生活场景落地，原来还能这样干。
“1.05万平方米的公共服务空间，就

是一个大型党群服务中心。”王小红强
调。与普通党群服务中心偏行政化、机
关化不同，他们的党群服务中心，更注
重提供普惠服务。

中午，我去不远处的“缤纷食堂”里吃
午饭，就餐的人可真不少。我点了一份
15元的红烧肉、一份6元的西红柿炒蛋、
一份4元的毛毛菜，菜量挺大，光盘后我
吃撑了。正在打包饭菜的居民汪玲珍，通
过充值打折、老年补助等一系列“操作”，
只花了36元就买到了2荤3素，“够我们
一家4口人吃了，比自己烧还便宜。”

在缤纷成长驿站，老师正带着托班
的小朋友做游戏。“我们主要是为附近
居民提供普惠型的托育服务。”成长驿
站负责人说。普惠首先体现在价格上，
由于场地是社区提供的，所以与外面每
个月动辄五六千元的托幼服务相比，这
里的托幼费用不到3000元⋯⋯

“把‘惠从党来’四个字做大。”王小
红十分自豪，这才是老百姓对“共同富
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实实在在的体会。

“一滨办”
跨区域统筹治理模式

社区是服务居民的“最初一公里”
和“最后一公里”。走进缤纷未来社区

服务中心，迎面而来一个笑脸，这正是
“一滨办”的 LOGO。社区服务岗、物业
服务岗上，都有值班人员。

电话铃响起。专职社工李晓红接
起电话：“你是要租住到我们社区来？
要办一个智能门禁系统？那你需要到
社区录入人脸识别资料⋯⋯”电话里，
她将办理智能门禁的注意事项，详详细
细地告诉对方。

“以前，3个社区的居民办事，要去各
自的社区服务中心，居民跑错社区是常
事。”李晓红介绍，3 个社区、3 个服务中
心、3 班工作人员，资源浪费。西兴街道
整合 3 个社区的办公空间和工作力量，
打通条块，实现了一站式的“缤纷服务”，

“预约办”“上门办”“网格办”⋯⋯“一滨
办”，让社区服务更有速度、更有温度。

“在‘缤纷’，线下的服务空间在两
万居民的家门口，线上的未来社区在每
位居民的手机里。”王小红接过话头，

“结合数字化改革，我们开发了微信小
程序，很多事情点点手机就能办。”

我在微信里搜索“缤纷一起乐”小
程序。一进入小程序，首页上“找社
区”“找物业”“找朋友”等模块，一眼就
明白这些是干什么的。我试着注册登
录，王小红手机上的社工端“缤纷一起
治”小程序里，立即跳出了我的审核请
求。“你看，反应很快吧！我是管理端，
能看到居民反映上来的问题，社区工
作 人 员 在 处 理 后 还 要 在 小 程 序 上 反
馈，形成闭环。”

走出社区服务中心，我目睹了丹枫路
上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汽车和电
动车刮擦。可奇怪的是，跑过来处理的，
不是交警，而是一名城管队员。“我们是全
省首批综合执法改革试点单位，将城管、
公安、消防、交警、市场监管这5支执法事
项很频繁的队伍，全部整合在一起，通过
相互授权，实现执法人员的‘一员多能’。”

对于城管处理交通事故，王小红解释说。
“连我们的物业管理，也是跨区域

统筹的。”王小红告诉我，比传统物业更
进一步的是，无论是小区内部，还是外
部市政道路、环境卫生、秩序维护，现在
都由一家物业公司统筹。

未来社区治理，原来还可以这样干！

“一条路”
打造新时代熟人社会

转眼到了下午放学时间。随着放学
音乐响起，丹枫小学门口一下子变得热
闹起来。与其他学校门口接孩子的场景
不同的是，学校里走出一队队身穿白校
服、蓝短裤，头带小黄帽的小学生。队伍
沿着人行道上用蓝线划出的“通学路”离
开，附近看不到接送的家长。

我和王小红跟着这一队小学生，边
走边聊。“这是全国首条‘通学路’。”她

很自豪，因为这个点子，是在未来社区
的民主议事中提出来的。

在未来社区建设中，有居民提出，
能不能给学生创造一个干净、安全、有
序的自主上下学的通道，培养学生的独
立能力，也能缓解校门口的交通拥堵。

在“会客厅”一楼，有一个专门区
域，是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项目的固定场
所。白板上，有街道社区、教师、家长、
商户、教育局、城管、技术方等各方代表
的建议、留言。

通过各方努力，一条沿丹枫路而
建、全长 1.5 公里、联通 2 个小学和区域
内小区的“通学路”，在去年成功建成。
这是一条“线下人守护、线上云守护”的
智能路。线下，由学校、沿街商户、交
警、物业人员等“人守护”；线上，学生佩
戴“智能学生卡”，若是走出通学路范
围，后台会直接将预警信息推送给家长
和学校，附近的志愿者、一网统管队员
都可以联动处理。

一路上，陆续有学生离开队伍，走进
自家小区。在通学路边上的林芳食品商
行，我遇到了志愿者之一、店主傅燕燕。
每到学生放学，她就会坐在店门口，看看
学生们要不要帮助，“雨伞、医药箱，都放
在我们店里，孩子们都知道。”

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未来社区
不只是自上而下的，还是人人参与、自
下而上的“新时代的熟人社会”。未来
小区建设，原来还可以这样干！

“在我们社区，60%以上是新滨江
人。”一旁的王小红告诉我，持续增进新老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打造“新时代的熟
人社会”，让新滨江人、高新人才扎根在滨
江，这不仅是未来社区建设的关键，也是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应有
之义。

记者探访杭州缤纷未来社区——

老旧小区，这样变成未来模样
本报记者 方臻子

社区作为城市规划的最小单元，是
承载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在舟山
新城长峙岛，有一个入选我省首批未来
社区名单的社区，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
名字——“如心未来社区”。

14 年前，绿城集团在此撒下了一颗
“理想”的种子，将一片盐碱荒地，打造成
了宜居生活小区。在这里，交织着海岛风
光与人文底蕴，充满了醇厚的人间烟火。

“幸福得不想离开！”“原来生活可以
这 样 精 彩 ”“ 众 人 事 ，众 人 议 ，众 人
干”⋯⋯以社区为家，在社区当家，成为
社区多数居民的头等大事。日前我们前
往探访，感受如心未来社区的“如心如意
如春风”般的幸福生活。

多元场景
活动丰富真“如心”

在如心未来社区生活，哪里的活
动最“如心”？60 岁的社区居民范莲给
我们推荐的第一个地方是绿城颐乐学
院，这里也是社区给老年人提供的活
动场所。

在陶艺课教室里，我们看到已有好
多人在等着了。“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同
学。”范莲说。随着双手一捏一转，一只
多彩大孔雀花盆就成型了。“很有成就感
的，你们要不要试试？”我们接过她手中
的作品，想要捏一个孔雀头，可是手完全
不听使唤，转了几圈，孔雀还是耷拉着脖
子。“别看似乎很容易，其实我已经学 3
年了。”范莲笑言，自己在2019年住进社
区，感觉这里的老年生活十分精彩。

隔壁的瑜伽教室里，学员们练得正
欢。趁着休息时间，班长王满君和我们聊
了起来。“在这里练了3年瑜伽，精神好了
不少，腰酸的毛病也缓解了。”王满君告诉
我们，“起初是儿子要求我们搬过来住的，
我们还有点担心，现在看来实在太棒了。”

如心社区党总支书记梅晨晨告诉我
们，基于老年人对晚年幸福生活品质的追
求，社区在普惠型老年服务的基础上，引
入颐乐学院这一新型“学院式养老”社会
化运营模式，满足“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精神需求。颐乐学院每年安排20余门课

程，每位学员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5门。
照顾好“一老”，也要呵护好“一

小”。聚焦“一老一小”，如心未来社区着
力构筑美好生活场景。梅晨晨邀请我们
去如心未来社区中心转转。一进入大
厅，我们就被中心区域一大块书籍借阅
区吸引了眼球。“这个咖啡书屋是居民互动
的一个重要场所。”梅晨晨介绍说。在中心
二层，我们看到了儿童游乐、手工制作、巨
幕音影等一系列功能丰富的场所⋯⋯除
这些固定场所，还有一些可塑性和可变
性较强的共享空间，居民可以在这里按
照自己的意愿活动，闲聊、读书、讨论
等。原来设计方在设计时，就提出要创
造属于居民自己的社区文化，利用建筑
做到多元共建，共同构建有市井味、人情
味、烟火味的居民生活空间。

“这里我和孩子常来，前段时间我们
还一起参加了亲子骑行活动呢！”社区居
民王小燕去年底才入住。她感觉这里和
其他社区不一样的是，会经常组织各种公
益活动，免费提供活动场所。前段时间，
她孩子所在的班级就在这里举行了一场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朗诵活动。梅
晨晨说，这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枢纽，社
区将尽力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幸福感。

未来邻里、未来服务、未来教育，那
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未来场景，正在这
里纷纷落地。

数字赋能
社区治理更“如意”

眼下，“数智”成为未来社区实现“宜
居”的好帮手。那么，如何让社区治理变
得更聪明？在如心未来社区数字化展厅
的一块电子大屏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这是为如心未来社区搭建的智慧
运营中心系统，高清摄像头、各式传感器
共同组成‘千里眼’，协助社区进行日常
管理。”舟山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胡炜向我们展示说，大屏上，综合
安防、智慧消防、智慧停车、智慧商圈等
8 个模块一一呈现。“我们有专人负责平
台管理，24 小时值班，一旦出现问题立
即响应并解决。”胡炜说。

“嘟嘟嘟⋯⋯”就在这时，系统发出
警报声，同时大屏上跳出一条警告信息，
值班人员立即点击系统上的综合安防模
块进行查看。实时监控视频中，一位小
朋友正闯入香樟湖濒水危险区域范围。

“湖边有位小朋友正在玩耍，赶紧劝离！”
值班人员拿起对讲机呼叫附近保安，同
时紧盯屏幕关注人员动向。不到 5 分
钟，大屏显示保安将小孩带离危险区。
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更灵光的是这套系统的数据分析
能力。”只见胡炜用鼠标点击“智慧商圈”
模块，如心广场上的商家总数、客流量等
数据一目了然。“商业数字化管理后，我
们可以详实掌握并分析各商业业态的运
营情况，为后续招商及提升业绩提供决
策依据。”胡炜一边说，一边仔细查看当
天各商家的人流量数据。

“为了让居民和游客共享这份‘未来
成果’，我们还开发了‘如心社区 APP’，
几乎所有的便民服务都能一键直达。”听
了胡炜的介绍，我们拿出手机下载体
验。粉色为底、白色线条勾勒出爱心形

状——如心社区 APP 的 LOGO 设计简
洁又不乏温馨。打开后，出行、医疗、教
育等各项服务项目一应俱全。我们点击

“如心停车”，社区核心区块的商业停车
场空位情况一览无遗；打开“如心实况”，
可查看进入社区最易发生拥堵的新城大
桥实时路况；还能一键获取社区活动、置
业投资、学习教育等信息。

这时，同行的摄像记者提出要回车
里取一块拍摄用的电池，可是我们想不
起来停在地下停车场的车子具体位置。

“别急，这个 APP 也能帮忙！”在胡炜的
指引下，我们打开“车位寻车”模块，输入
起点位置以及车辆所在的车位编号，手
机上跳出了一条导航线路，按照这条路
线，我们很快顺利找到了车辆。“这实在
太方便了！”这段小插曲再次提升了我们
对“数智治理”的好感度。

共建共享
居民生活“如春风”

从数字化展厅出来，已是下午4时，

与社区退休党员张剑约定一起参加垃圾
清理志愿活动的时间到了，我们赶往香
樟湖广场。碰面时，张剑早已准备妥当，
她穿着“红马甲”，一手拿着长长的垃圾
夹，一手拎着黑色垃圾袋。

“走，我们出发！”张剑指着前方的彩
色沥青路面说，这条两米宽的绿道是我
们 的 清 理 区 域 。 张 剑 今 年 59 岁 ，自
2019年住进如心社区以来，不仅积极参
加广场舞队、腰鼓队等文体活动，还主动
参与社区治理，是社区最早的一批志愿
者之一。

绿道路面十分干净，旁边林木花海
入目皆景。走了 10 分钟，我们仍“一无
所获”，于是我们提议加快速度。“这可
不能马虎，垃圾有可能‘藏’在路两边的
草丛里。”说话间，张剑便从隐蔽的角落
夹起一根烟蒂放入垃圾袋中。在她的
指点下，不一会儿，我们也“揪”出了矿
泉水瓶盖、小纸屑、塑料线等一些容易
被忽略的垃圾。尽管有清风相伴，但随
着一次次的弯腰起身，我们很快就满头
大汗。

“这还是轻松的，平时其他志愿活动
会更累。”张剑说，比如常态化核酸检测
刚启动时，她报名维护现场秩序，一站就
是大半天。“我们住在这里很幸福，就想
为社区、为邻里多做点事。”张剑说。

此时，处理完工作的梅晨晨在绿道
与我们汇合。“这两年，像张姐这样的热
心居民越来越多了。”在他看来，未来社
区不仅要让更多人享受幸福生活，而且
要让大家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主动性，成
为社区真正的主人翁。“我们探索出了

‘1+3+N’的基层治理模式，由社区党支
部牵头，整合居委会、物业和业委会三
个平台力量，解决居民各类需求。”梅晨
晨说，社区里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小
到居民养狗、树木修整，大到划停车位、
疫情防控等，都让各方坐在一起议一
议，形成方案后再征求社区居民意见并
实施。

“众人事，众人议，众人干——这
就是未来社区着力打造的‘以社区为
家、在社区当家’的新型邻里关系吧。”
一路走来，我们对未来社区有了更深
层的认识。

走进舟山首个未来社区——

如心社区，感受如意生活
本报记者 郑元丹 黄宁璐 通讯员 韩 锋 共享联盟新城站 沈嘉正

编者按：日前，浙江第一批28 个未来社区正式命名。作为我省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场景之一，未来社区建设一直备受关注。本报今起推出“走
进社区见美好”融媒体亲历报道，聚焦我省未来社区建设的最新探索，感受社区现代化建设给人们带来的幸福美好。

方臻子

郑元丹

黄宁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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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体
验 健 康 云 诊
室服务。

如心未来社区活动——母亲节亲子健身跑。 如心未来社区供图

记者（右）在绿城颐乐学院陶艺
课堂学习。 本报记者 郑元丹 摄

缤纷健身中心内锻炼场景 杭州缤纷未来社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