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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一路行
驶，在和高教路的交叉口，一栋栋米黄色
建筑进入视线，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这里是翡翠城，也是入选浙江首批未来
社区的翡翠未来社区。

社区的 4 个区块按田字形分布，共
占地面积约 93.4 公顷，居民近 3 万人。
走进这个“大家庭”，我们看到儿童成长
驿站里，老师正带着小朋友做游戏；隔壁
的康养服务中心，老人们在工作人员陪
同下进行视频问诊⋯⋯居民的多元需求
在这里都有量身定制的服务场景。

翡翠未来社区走上了“自造血、自运
转”的路子，为社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个别服务适当收费
价格为市价的三四成
东南区块的邻里中心，是我们体验

社区“未来生活”的第一站。
“邻里中心有上下两层，2000 多平

方米。原先是小区会所，根据居民意见
改造升级后，现在能满足全年龄段居民
的多元需求。”同行的社区运营方——绿
城未来社区运营总监钟敏介绍。

走一圈下来，我们发现不管是在社
区音乐教室，还是老年人“充电”的颐乐
学堂，入口处“秀丽翡翠小程序注册流
程”介绍“出镜率”很高。

“这个小程序现在是社区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日常报修、场地预订都少不
了它。”得知我们平时喜欢打乒乓球，钟
敏拿出手机，打开小程序帮我们预订乒

乓球教室。预约时间后，页面显示价格
10元/90分钟。在“场地预订”栏点击其
他场地，我们看到：舞蹈教室 5 元/90 分
钟、颐乐学堂 10 元/90 分钟、共享办公
室1元/半天⋯⋯

钟敏介绍，社区大部分服务是免
费的，出于“回血”、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社区为居民提供了乒乓球教室、舞
蹈 教 室、颐 乐 学 堂 等 5 个 收 费 场 景 。

“收费场景，我们主要根据场地的能耗
费 用 来 定 价 ，价 格 只 有 市 价 的 三 四
成。这可以适当摊薄社区的场地运维
成本。”钟敏说。

进入乒乓球教室，只见 4 张球台依
次排开。“这里用的是专业塑胶乒乓球地
板，穿黑底鞋禁止入内。”钟敏特意关照
我们检查一下鞋底的颜色。我们拿起球
拍，加入“战局”。一上手就感觉到，在专
业球台上，乒乓球的弹性特别好。

“家门口就有专业的乒乓球场地，价
格比外面球馆便宜很多。”和我们“对战”
的居民姚爷爷骄傲地告诉我们，翡翠城
乒乓球队“打遍杭城”，社区提供场地功
不可没。

大部分社区服务免费，收费服务摊
薄成本，对这样的模式，社区居民普遍认
可。“今年4月，有第三方调查显示，居民

对翡翠未来社区服务场景的满意度达
94%。”钟敏说。

社区工作要“抢单”
数字化应用降本增效

翡翠未来社区占地面积大，区块
多。“社区的日常运营，是不是光物业管
理就是一大难题？怎样才能提高效率？”
面对我们的疑问，钟敏带我们来到了智
能化一站式指挥中心，“答案就‘藏’在这
块电子大屏里。”

大屏上，邻里、教育、创业等“九场
景”板块一一呈现，中间是一张三维实景
地图，社区风貌尽收眼底。屏幕两侧还
实时呈现消防设备运行情况、门禁监测、
今日隐患等数据。

“通过物联网的预警系统，这里对社
区内的设备实时监测，还有专人24小时
值班，一旦出现问题立即响应并解决。”
钟敏说。

我们坐到大屏前，成为当天值班人
员陈树霞的“助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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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棣苑 2 幢 2 单元电梯
遮挡门报警，请及时查看。

“我们是不是现在去现场处理？”见

我们有些着急，陈树霞摇摇头，只见她在
屏幕上点击“生成工单”按钮，系统很快
显示“已接单”。

“我们翡翠未来社区建立了‘抢单制
度’。”一旁的钟敏接过话头。简单来说，
社区内的各设备房都配有监测预警系
统，一旦出现异常就会在电子大屏上自
动弹屏报警，值班人员随即操作生成工
单。“工作人员通过‘抢单’，然后到现场
处理。通常完成一个工单的时间在 15
分钟内。”钟敏解释，因为工单和工作人
员的绩效考核挂钩，“抢单”可以提高他
们的积极性。

不一会儿，电子大屏上显示工单已
处理完成，警报声也随之解除。我们看
了看时间，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我们盯着大屏幕，发现屏幕上出现
了“棠棣苑 4 幢 4 单元电梯空调未开”的
信息。经工作人员指导，我们赶紧点击

“生成工单”按钮，很快屏幕上就显示已
有保安人员接单，3 分钟后工单处理
完毕。

“监测预警系统以及‘抢单’制的实
施，帮助我们提高了社区的服务效率，同
时降低了运营成本。”钟敏说，就以设备
房管理为例，数字化应用提供了不少方
便，现在设备故障能够即时报警并生成

工单得以处理，两个设备房岗位的费用
就省了下来。

引入第三方运营商
增值服务物美价廉
随后我们来到西南区块的“余阅书

吧”。一楼400多平方米的空间，从装修
到布置，都是典型的图书馆风格。

得知这里引进了杭州图书馆资源，
5000 多册图书可以通借通还，我们挑
选了一本《狮子王》，拿到前台扫码。
登录杭州图书馆小程序，很快跳出了书
目信息和归还时间。“可在杭州图书馆
任何一家分馆、社区图书店还书。”工
作人员告诉我。几天之后，我们把书还
到了滨江区图书馆，非常顺利。

打通社会公共资源，是这个书吧持
续运营的第一步。与其他图书馆稍有不
同，我们在入口处发现了一个“暑托夏令
营”的招牌。旁边的教室里，十几个小朋
友围坐在一起跟着老师阅读英语绘本。

原来，这里由公益组织益米之间图
书馆负责运营。“这是今年暑期我们推出
的增值服务。因为场地是社区提供的，
暑托费用一个月不到3000元，相当于市
场价格的六七折。”运营负责人方顺利

说，“除了暑托班，我们还利用二楼空间，
开设了居民呼声较高的瑜伽班、书法班，
目前的运营情况基本达到预期。”

居民们乐意为增值服务买单，离不
开运营方的日常维护。方顺利说，在运
营书吧的基础上，他们每个月还会举行
两场公益活动，增强和居民间的“黏
性”。“上周末举办的急救公益活动就很
成功，吸引了100多位居民参与。”

“我们把公益活动预告都放在‘秀丽
翡翠’小程序上，给运营平台带来了更大
的‘能见度’。同时，居民也能在小程序
上对平台进行评价反馈，形成双向选择
的机制。”一旁的钟敏解释。

目前，像益米之间这样的第三方运
营商，社区一共引进了 5 家，涵盖教育、
康养等方面。它们像一个个具有造血
功能的干细胞，为社区发展提供持续
动力。

钟敏和团队考虑得很清楚，未来社
区的可持续运营，必须找到自己的生存
之道。因此，社区和第三方运营商立下
了“规矩”：在为居民提供公益普惠服务
的基础上，定制少量增值服务以维持自
身经营。“运营方和社区讨论后共同对增
值服务定价，因为场地由社区免费提供，
所以增值服务的价格要比市场价更便
宜。”钟敏说。

“截至今年7月，我们社区已举办了
56 场 运 营 活 动 ，直 接 受 益 居 民 超 过
6500 人。今年，社区还将引入 5 家优质
运营商。预计 3 年至 5 年后，社区运营
能完全实现收支平衡。”对于未来发展，
钟敏期待满满。

杭州翡翠未来社区通过自己“造血”实现可持续运营，记者前往探寻——

精心呵护，让“翡翠”更润泽
本报记者 王柯宇 方臻子

花艺课、书法课、声乐课、太极拳
课⋯⋯在龙游县龙洲街道翠光未来社
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学习各种各样的
课程。作为浙江省首批未来社区之一，
翠光未来社区为居民设置了从孩子到成
人、老年人的终身教育课程，并通过一系
列举措，营造出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
处能学的社区学习氛围。

近日，我们前往翠光未来社区探访，
看看居民在社区里是怎样学习的。

学习奖励积分
可以抵扣停车费

上午，我们开车沿着龙翔路一路驶
去，拐到五松路，远远就看到了一条彩色
长廊。在长廊周围的小区楼宇间，南孔
书屋、共享食堂、双创空间、市民驿站、健
康小屋、亲子乐园、供居民学习和活动的
幸福学堂等场所呈环形排布。它们串联
成社区的公共服务空间，也连接着居民
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龙洲街道党工委委员张旖边走边向
我们介绍，围绕社区居民的全生命周期
教育需求，翠光未来社区通过设计教育
光谱概念，开设了华光（党建）、曦光（启
蒙）、韶光（青少年）、辉光（成人）、霞光

（长者）、和光（心理）六大系列课程，建立
了分时段课程制度。

“就字形来说，它主要以匾方状为
主，横划尽可能长，竖划尽可能短⋯⋯”
上午 9 时，在翠光未来社区二楼的书画
室，龙游老年大学书法老师吴耘耕正在
给 10 余位成人讲解《曹全碑》笔划的特
点与应用。

听完老师讲解的要义，学生们纷纷
拿起纸笔开始练习。我们这几个临时

“插班生”，也开始对着字帖临摹。“对了，
这个‘点’要跟‘横’断开，起笔笔锋要收
起来。”此时，吴老师走到学生们中间，看
着我们这几个初学者写的“景”字，俯下
身一边鼓励，一边悉心指导，“你们坚持
多练习，不久就能追上其他同学的水
平。”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们看到教室后
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幅书法作业，仿佛就
是字帖。

坐在边上的女同学告诉我们：“吴老
师要求我们每次写好作业，都要拍照发
群里，他再批改。去年，我们翠光社区被

评为‘浙江书法村’。”她告诉我们，在这
里社区居民可以免费学，而且离家近、环
境好，上课时间也安排得很合适，上午买
好菜 9 时来上课，11 时下课刚好回家做
午饭。更令他们开心的是，在社区学习
还可获取学习积分，这些学习积分可到
社区运营中心兑换各种服务和日用品，
比如抵扣停车费、家政服务费等。“观看
一个学习视频，就有 1 个积分，5 个积分
就可兑换一次去健身房的费用。现在我
们都学上瘾了。”

便利如同网购
家门口随选随学

在翠光未来社区，为青少年开设的
韶光系列课程，在当下暑假期间更是受
到欢迎。

路过一家跆拳道培训机构，我们看
到同学们两两组队，反复练习，教练手把
手指导，现场十分热闹。在隔壁一家美
术教培机构大厅内，坐着不少等待孩子
下课的家长。

“围绕暑期，我们推出了不少公益
课，家长在手机上就可以免费申请，非常
便捷。”下午 2 时 30 分，我们跟着翠光社

区党总支副书记李琳来到了幸福学堂。
只见门口放着一块海报展架，介绍如何
通过“龙游通”APP 报名参加社区活
动。我们打开手机，进入“龙游通”，在龙
洲街道专为翠光未来社区学习场景开发
的“乐学 e 家”应用上看到，翠光未来社
区推出的暑期活动月活动，开设了笛子、
水墨画、科学实验等近 10 门公益培训
课程。

推门而入，笛声悠扬。10 来个小学
生看着乐谱，正在练习吹奏《四季歌》。

“一期笛子公益课分 10 个课时，每节课
60 分钟，我上了 9 节课，现在学会了 20
余首曲子。”陆林凡是一名小学五年级学
生。她告诉我们，笛子经自己吹奏，发出
美妙动听的声音，真的很有意思，这也激
发了她学习声乐的兴趣。

“孩子对钢琴感兴趣，我还网购了每
周四晚 6 时到 8 时的钢琴课。价格比外
面市场价优惠，凭学习积分还能打折。”
在幸福学堂等待孩子下课的张女士，和
我们聊起了她家孩子暑期的学习情况，

“在家门口就能学，而且现在学习像网购
一样方便，可以按需点单，随选随学。”

我们又打开“乐学 e 家”，发现在该
应用上不仅可以自主选择课程、授课教

师、服务时长，还有往返接送、场地预约
等服务。

“‘乐学 e 家’应用去年 9 月上线，很
受居民欢迎。”李琳说，经数字赋能，这个
应用可助力实现居民学习需求一键申
请，教育资源一站汇聚。

多方共同参与
授课老师近百位

夕阳西下，翠光未来社区长廊四周，
不时有人群进进出出。有家长送孩子过
来学习“演讲与口才”，有老人相约来打

太极拳，还有志愿者、教师、能人达人等
赶来给社区居民上课⋯⋯

晚上6时半，幸福学堂里灯火通明，
伴随着舒缓的音乐，一群老人打起了太
极拳。站在队伍最前方的是社区居民周
国英，也是这群人的太极拳老师。只见
她面色红润、神采奕奕、步伐轻盈，很难
相信她已有73岁。

老人们刚柔并济、挥洒自如的优美
动作，瞬间吸引了我们，我们不由自主地
加入其中，一起学习太极拳。哪知看似
挺简单的一个动作，我们坚持不过 10
秒，双腿就开始颤抖。

“刚开始练习都是这样。”看着我们
要放弃，一旁的队友、65 岁的钱咏梅以
自己为例，讲起了她刚开始练习太极拳
的情景：连站桩这个基本功都坚持不过
5 分钟。“还好有周老师带领着我们，教
会我们掌握要领。”坚持练习了 6 个月，
钱咏梅发现身体有了一些变化：病痛减
少了，胃口变好了，入睡也更容易了。如
今，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加入了太极拳
队伍。

“社区能有这么好的学习氛围，真要
感谢多方联动、共同参与。”李琳说，目
前，社区开设了 40 多种课程，既有免费
公益课、也有收费课程。其中，收费课程
不高于市场价，社区居民可以凭积分享
受折扣，暑期托班、成人书画、老年民乐
等免费公益课由社区自筹费用，此外，政
府也会购买一部分服务，邀请名师来讲
课。如今，龙游县已有14个部门参与未
来社区共建，有近百位像周国英这样的
能人达人、县域名优教师、文艺爱好者等
前来授课，实现了社区教育资源的有效
供给。

“借‘双减’的东风，我们还对未来社
区核心地段内的教培机构进行整体提
升，通过企业入驻‘乐学e家’、政府购买
服务、共享场地空间等方式，进一步拓展
社区学习空间。”李琳表示，目前已有 6
家教培机构与社区合作，为居民提供免
费公益课程，涵盖美育文化、智力开发、
素质拓展、瑜伽体验、心理健康等方面。

龙游翠光未来社区开设了40多种课程，这里的居民——

好学善学，为“翠光”添光彩
本报记者 梅玲玲 共享联盟龙游站 陈忆金 夏天谷

扫一扫 看视频

扫一扫 看视频扫一扫 看视频梅玲玲

走进社区见美好

方臻子

居民参加翡翠未来社区举办的活动。 受访者供图 翡翠未来社区举办的活动吸引了孩子们。 受访者供图

翠 光 未 来
社区

龙洲街道供图

本报记者（前）在翠光未来社区体验太
极拳课。 拍友 陈忆金 摄

翠 光 未 来
社区暑期开设
免费笛子公益
课。

龙洲街道供图

本报记者王柯宇在智能化一站式指挥
中心体验派发工单。 本报记者 方臻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