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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房龄30多年的总浦桥社区，位
于宁波镇海区的招宝山街道。这个社
区，老旧小区超过 97%，5900 余名居民
中近三成是60岁以上的老人，附近有吴
杰故居、徐宅、鼓楼等文化古迹⋯⋯总浦
桥社区向来以“孝”闻名，是2021年全国
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之一。今年 5
月，又入选全省首批未来社区。

插上数字化翅膀，在旧改中植入未
来理念，老社区焕发了怎样的活力？从

“老破小”一下“穿越”到未来社区，居民
们能否适应？带着疑问，我们走进总浦
桥社区，体验当地居民的“未来”生活。

让老人安享智慧服务

漫步总浦桥社区，一步一景。颇有
设计感的口袋公园错落有致，一栋栋老
住宅楼刚翻新不久，给人整洁、朴素又不
失灵动的整体印象。

在小区的楼道口偶遇一位老年居
民，见我们来参观，他神情自豪地向我们
介绍：“这些宣传窗、植物小品，都是居民
自己设计的。社区一有新活动推出，我
们在手机上报个名就能参加。你们别看
社区上了岁数，八九十岁的老人家里已
经安装了智能设备呢⋯⋯”

这一下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我带
你们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看看，就
知道总浦桥的智慧养老服务有多先进
了。”与我们同行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孙薇说。

一进大厅，挂在墙上的电子大屏幕
映入眼帘。“你看，现在是下午两点多，屏
幕显示床都是空的，老人们差不多睡完
午觉了。”工作人员王建英指着屏幕说，
社区为首批 10 位高龄独居老人在家中
免费安装了智能感应床带，并与社区的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联网，能动态监测老
人的起居状况及心率、呼吸等健康指标。

突然，“嘟嘟嘟”的警报声响起，屏幕
提示 95 岁的陈爱卿老人正在按呼叫
铃。王建英第一时间拨通电话：“陈阿
姨，您有什么需要吗？我现在就可以过
来。”电话一挂，王建英就拿起血压计和
健康档案册准备出门：“没大碍，就喊我
去量个血压。”说着匆匆走出大厅。

跟随王建英，我们走进陈爱卿家中
一探究竟。智能感应床带、SOS 一键呼
叫、门磁感应仪、可燃气报警器⋯⋯我们
没想到，老人家里竟可以如此科技感十
足。“我午睡醒来觉得有点头晕，就按了
这个床头铃，你们这么就快到了啊。”王
建英为陈爱卿量完血压，显示正常，陈爱
卿很高兴，热情地把家里的智能装置一
件件展示给我们看。

其实，陈爱卿刚开始“瞧不上”这些

小玩意儿，她觉得自己年纪大，肯定用不
明白。“上次厨房冒烟，这个白色灯马上
自动叫起来，我电话都没打社区的人就
到了。”自此，陈爱卿逢人就夸这些小玩
意儿灵光，用起来很溜很满意。

“10 位重点关注的老人都有‘量身
定制’的智能守护装备，我们提供社区养
老服务就更便捷、更精准了。”在孙薇看
来，作为老年友好型社区，总浦桥社区的
数字生活不能让老人格格不入，而应该
紧贴他们的需求。通过一系列为老服务
的智能化手段，总浦桥现已建立起“安心
云守护、智养悦生活”的 10 分钟应急救
助服务圈。

帮居民找到精神乐园

离开陈爱卿家，刚走出居民楼，我们
的耳畔飘来一阵阵字正腔圆的戏曲唱
段。“肯定是我们社区的京剧队又在组织
排练了。”孙薇指向仅一墙之隔的“镇红·
邻里中心”。

我们循声移步至邻里中心，社区党
委副书记刘玲笑盈盈地出来迎接：“去年
重阳节，邻里中心大楼正式投用。这里

有合唱室、社区直播间、非遗手工坊、家
人邻学堂⋯⋯‘老破小’社区有了各类崭
新的活动室。”在刘玲的陪同下，我们在
二楼的健舞练功房，找到了排练中的社
区京剧队。

只见一群妆容精致的戏曲爱好者，
身披凤冠霞帔，踩着小碎步，正在排演

《穆桂英挂帅》，队长钱培璟负责编舞和
现场指导。总浦桥京剧队成立已20年，
早已名声在外，常受邀到各地表演。

“以前，社区设施跟不上，大家四处
借场地排练。如今，我们在手机上打开

‘镇享未来’小程序，想参加哪项活动，直
接报个名就能来。”钱培璟介绍。

“镇享未来”小程序自今年4月启用
以来，已有近4700名居民注册。我们点
开小程序，发现邻里社团、养老助餐、在
线直播、活动风采等涵盖未来社区九大
场景的近40项应用已上线，且“打卡”人
气挺旺。点击首页的“15 分钟生活圈”，
周围的医疗、文教、商业、公交等设施信
息一览无遗。最新通知在页面上实时滚
动。“你快点这里，都是我们表演的现场
照。”京剧队的阿姨热情地拉着我们分
享。

在总浦桥社区生活了30多年，钱培
璟感慨，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到了古稀之
年还能目睹老旧社区变身未来社区。“家
里条件够，可以换到新小区去住，为什么
非得留在总浦桥不肯走？”子女们一遍遍
劝说，始终没能动摇钱培璟。“现在，我只
要一个电话，医疗服务、送餐服务都会直
接送上门，子女压根儿没有后顾之忧。”
钱培璟觉得在总浦桥社区挺方便，邻里
和睦，而且退休生活越来越丰富。

京剧队队员全都是总浦桥社区的居
民，和钱培璟一样，大家坚持住在这的理
由是，老小区不仅改善了硬件环境，变得
智慧化，而且邻里交流多了起来，大家都
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乐园。

为社区树立文化品牌

邻里中心健舞练功房的隔壁就是非
遗手工坊，5 位阿姨正围坐在一张长桌
旁，缝制小挂件。环顾四周，只见墙上挂
满了独具匠心的布艺贴画，展示着中国
航天精神、抗疫精神等主题。

“金珊珍是谁？”见屋内挂着“金珊珍
巧娘工作室”的牌子，我们好奇地问。“是

我是我！”身穿旗袍的金珊珍起身招呼，
递来虎头鞋、中国结、香囊等女红作品向
我们展示。一个个惟妙惟肖的手作，引
得我们也跃跃欲试。

71 岁的金珊珍是工作室带头人，也
是宁波非遗项目“虎头鞋”的传承人。社
区在2012年就给金阿姨设立了工作室，
持续开展公益培训。“现在工作室搬进了
新楼，名气也越来越大，连老外都会慕名
而来拜师学艺。”一旁的陈阿姨接过话匣
子。每逢佳节，金珊珍还带上成员去各
地传授手艺。

“很多老外兴趣浓厚。”金阿姨点开
“镇享未来”小程序，翻出一组活动照给
我们看，“春节前夕，在招宝山人文艺墅，
一大群外国人围着我们，一边学手艺一
边录制节目。现场，还有一个宁波‘网
红’老外用手机直播，他说要让更多网友
了解中国的非遗文化。”

“你们看，非遗手工坊对门就是‘邻学
堂’，主要是为孩子们开设的课堂。暑假期
间，金阿姨就在这教孩子们手艺。这里还
有直播间，能线上授课呢。”孙薇说，围绕非
遗传承，总浦桥社区积极探索“线上+线
下”授课模式，打响了社区文化品牌。

除了为非遗传承开展公益培训，总
浦桥社区也没有忽略群众呼声很高的
幼托。“社区还有专门的幼托中心，也
带你们去瞧瞧。”从邻里中心出来，跟
随 孙 薇 我 们 又 走 进 了 崭 新 的 幼 托 中
心。一群孩子排排坐，两名志愿者正带
着孩子们做游戏。“设施人性化、活动
又丰富，真是大大方便
了我们这样家有儿女
的上班族。”社区居民
胡女士欣慰地说，“住
在老社区，也有新的未
来。”

平均房龄30多年的宁波总浦桥社区插上数字化翅膀——

“老破小”有了新未来
本报记者 王凯艺 共享联盟镇海站 郑 童 应锦慧 通讯员 沈珂驰

记者体验衢州白云未来社区蝶变——

治好“小区病”实现“逆生长”
本报记者 赵璐洁 共享联盟柯城站 葛继锐 王 礞

王凯艺

赵璐洁

走进社区见美好走进社区见美好

艺术感十足的口袋公园、崭新的彩
色篮球场、干净整洁的幸福食堂⋯⋯如
此焕然一新的居住环境，加上便捷的数
字化服务和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娱乐生
活，让许多在衢州市柯城区白云小区生
活了十几年的老居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
的幸福。

这种幸福感来源于白云未来社区
建设。去年 5 月，白云未来社区被列入
全省第三批未来社区创建名单。白云
未来社区的核心白云小区 2004 年建
成，是当地较早的商品房小区之一。随
着时间推移，“小区病”不断出现：基础
设施老化、居住环境杂乱、公共空间缺
乏。如今，依托未来社区建设，白云小
区实现了“逆生长”，不仅是外在颜值翻
了几番，内在气质更是提升不少。日
前，我们前往白云未来社区探访，感受
群众生活的蝶变。

统一规划
小区改出新气质

站在白云未来社区“初心广场”，呈
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占地约 800 平方米
的社区公共活动空间。这里是一个趣味
盎然的地方，攀爬网、滑梯等户外游乐设
施，是孩子们放学后“撒欢”的首选；简约
时尚的凉亭，是老年人休憩放松的“宝

地”。
“你看，还有社区大客厅，这是一个

集宣传展示、居民办事等于一体的社区
综合服务空间，那里曾经是一排闲置的
店铺。”顺着白云社区党委书记蒋薇指
的方向，我们看到了社区大客厅。极具
现代感的外立面和多元缤纷的业态布
局，一点也没有老旧小区的样子，反倒
让我们误以为这是一个新兴的商业综
合体。

“白云未来社区的建设与老旧小区
的改造紧密结合。”蒋薇告诉我们，改造
不是简单地把墙刷刷白、把地铺铺平的
单项改造，而是把这些年急需改的，消防
安防、房屋本体修复等“必改”项目，以及
停车泊位、健身设施、养老托幼等居民改
造意愿强烈的“可改”项目，统一规划、综
合改造。

在老旧小区的改造过程中，又通过
整合区域资源，挖掘边角空间，因地制宜
植入未来社区“九场景”，打造了幸福食
堂、幸福学堂、健康驿站、社区大联动、数
字便利超市等10余个公共服务空间，构
建起“5 分钟社区公共服务圈”，社区大
客厅就是其中一部分。

跟着蒋薇继续向前走，我们来到一
家没有收银员的数字便利超市。“天气
太热，我们进去买点冷饮。”蒋薇说。
走进门，只见超市里放着一排智能保鲜

售货机，透过机器的玻璃柜门，可以看
到里面除了有饮料，还有丝瓜、辣椒、
苹果、西瓜、猪肉等数十种鲜货。用手
机扫了柜门上的二维码，柜门随即打
开。我们选购了 4 瓶饮料，关上柜门
后，手机软件自动结算。在超市的一
侧，还放置着智能碾米机。来到机器
前，我们根据上面的操作指南，点击购
米、选择重量、扫码支付、装袋取米，不
到 1 分钟就买到了 1 公斤用稻谷刚碾
好的新鲜米。这个占地约 100 平方米
的超市，商品种类繁多，很大程度上满
足了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

以前，居民买东西常要到小区外的
超市，现在不出小区就能便捷购物，许多
公共资源都在围着人转。

数字赋能
管牢居民的健康

除了物理空间的营造，数字赋能也
让服务居民更加精准高效。走进社区大
客厅，我们看到了一块大型电子屏幕，屏
幕上显示着“九场景”板块，中间是一张
三维实景地图，社区风貌尽收眼底。蒋
薇介绍，这是智慧城市智能运行中心平
台，也是白云未来社区的“智慧大脑”，通
过这个平台可以实现管理信息“一键
通”，居民沟通“一键达”，公共服务“一键

办”。
“白云小区 35 幢 1 单元 401 室报

修 ”“ 白 云 小 区 3 幢 1 单 元 302 室 报
事”⋯⋯电子屏幕上，居民通过小区“邻
里通”APP 上传的报修、报事信息不时
滚动，社区工作人员叶正礼逐个将其转
交给业委会、物业等相关负责人办理。

忽然，平台上“未来服务”板块跳出
一条信息：智慧门磁系统提醒，白云小区
45 幢 2 单元老人唐文先 24 小时未开
门。叶正礼立刻拨通老人家的电话，无
人接通后又拨打老人子女的电话。得知
老人前一天被女儿接走，并未发生意外
情况，叶正礼舒了一口气。

白云未来社区为辖区内 93 位独居
老年人提供智慧门磁系统，安装在老年
人家里的门框上，如果系统监测到24小
时内没有开关门，就会将预警信息发送
至“智慧大脑”屏幕上，提示社区工作人
员了解情况。

除了安装智慧门磁系统，白云未来
社区还通过搭建健康监测、远程问诊、自
助购药等智慧健康场景，管住辖区内
2198位居民的健康。

蒋薇带着我们体验了一把。通过
人脸识别系统，我们进入健康驿站，首
先，在一站式自助体检机刷卡，导入信
息，建立我们的健康档案。紧接着，在
智能语音的引导下，我们测量了血压，

并站上专业体脂检测设备，测量了身
高、体重、体脂率。随后，我们又进行了
血糖测量和骨密度测量，每个人的检测
流程在 10 分钟左右。完成后，系统便
自动生成打印了一张健康管理报告，上
面显示了所有检测结果，并评估出个人
健康状况。本报记者的健康管理报告
显示：“赵璐洁，血压 110/70，体脂率
25%，健康状况良好，建议注意膳食平
衡，保持适当运动⋯⋯”

蒋薇介绍，在健康驿站里，所有自助
检测设备都与区卫健局慢病管理云平
台、健康电子档案互联互通，健康监测、
远程问诊等数据都可实时更新、推送到
居民自己的手机上。

“真的很方便！”社区73岁居民梅志
康说。

邻里议事
我的社区我当家

“每天下午，社区大联动是最热闹的
地方。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社区文化活动
空间，一共有两层，里面有科普教室、烘
焙小屋、舞蹈教室等区域。这里会定期
开展书画、摄影、舞蹈、烘焙等文娱社团
活动。”听着蒋薇的介绍，我们一起走上
二楼。

一阵轻快的音乐传来，我们循声而

去，在舞蹈教室看到几位阿姨正踩着欢
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你们要加入吗？多
参加活动，大家就熟了。”其中一位姜阿
姨乐呵呵地说，“我在这里住了十多年，
最近一年认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邻居，
没想到退休生活这么美好。”

除了舞蹈教室，这里还有有声图书
馆。走进有声图书馆，只见每个座位前
都配备了一台触屏设备，并悬挂着一副
耳机。我们打开设备，戴上耳机，点击一
本《南孔爷爷讲衢州》，耳机里便传来了

“孔氏南迁”的历史讲解⋯⋯白云未来社
区将舞蹈教室、有声图书馆、科普教室等
文化场景落地，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娱生
活，营造轻松快乐的邻里文化，整个社区
开始焕发新的活力。

未来社区不仅能让更多人参与社群
生活，还能让更多人在社区建设中发挥
主动性，增强社区主人翁意识。

在白云未来社区，有一间设施齐全
的议事厅，是共议小区事务的“政务中
心”。一场关于“拒绝高空抛物，保障居
民安全”的楼道户主大会正在举行，楼道
户主大会由社区网格员、联户党员、楼道
长、居民代表和物业公司人员共同参
与。“我支持安装摄像头监测高空抛物现
象。”“我建议将高空抛物纳入‘居民公
约’，加强居民自我管理，从源头杜绝这
类现象。”大家各抒己见，现场议事气氛
热烈而有序。

社区事、众人议，白云未来社区多
场景构建邻里互动、居民自治新格局，
最近两个月，已经开展
邻 里 议 事 协 商 60 余
次，问题解决率达 90%
以上。相信不久的将
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以“白云”为家、在“白
云”当家。

记者（左）体验做虎头鞋。
共享联盟镇海站 应锦慧 摄

扫一扫 看视频

总浦桥社区的邻里中心。 受访者供图 王建英为95岁的陈爱卿量血压。 本报记者 王凯艺 摄

记者在小区健康驿站体验智慧体检。
共享联盟柯城站 葛继锐 摄

白云未来社区的社区大客厅。 共享联盟柯城站 葛继锐 摄 白云未来社区议事厅里，一场关于“拒绝高空抛物，保障居民安全”的楼道户主会正在举行。 共享联盟柯城站 葛继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