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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视频

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来到江南
春晓小区，老远就听到“春晓花语”老
群主沈甬民的“大嗓门”：“格桑花长得
太慢了，是不是营养不够，加点肥，催
一催⋯⋯”

沈甬民用袖口抹了一把额头上的
汗珠，一抬头，看见我们杵在那里，便
捞起修剪刀，塞过来。

“共享嘛，就是认识的不认识的，
都可以拉进来一起干！”沈甬民一脸认
真地解释道。就这样，连路过的或看
热闹的人也被他拽进来好几个，干活
的队伍很快壮大。这是我们第一次真
实触摸到“共享式”园艺的日常——琐
碎、辛苦，却又热气腾腾。

秋天的日头，余威犹在，晒在身
上，翻滚起一股热流。我们歪歪扭扭
地拉着“园艺车”爬了个小坡，把肥料
和水管等工具送到花园，一小铲一小
铲地给花草施了肥，又跑去接上水管
给木道上的花浇水⋯⋯干了不到一会
儿，整个人汗淋淋的。

眼前，这块高出地面半层楼、200
平方米的大平台，在大家的汗水中一
点点变样，崭新的木道已铺上，
中间搭起了大拱门，拱门上攀附
着爬墙植物，植物才爬上去短短
一小截，一看是新鲜种上的，平台
四面环绕着灌木，裸露的泥土里
刚栽上新花种，花园雏形可见。

可 5 个月前，我们初见它时，
是另一番景象。江南春晓是个有
20 年历史的老小区，当时，居民抱
怨最多的就是这“破破烂烂、垃圾
堆满、杂草丛生”的车库顶。沈甬民
住在毗邻车库顶的那幢楼房，“每天
抬头不见低头见，怪难受的！”于是，
他便跟几个爱花种花的居民商量，
归整归整土地，种上花草，让它变美。

我们也是从那时开始关注“春晓

花语”，这原本只是他们小区不到 70
人的种花群。沈甬民也没有想到，这
点子一下子点燃了整个小区的种花激
情，“春晓花语”群友数量蹭蹭往上涨，
很快就接近200人。

“有人捐款，有人搬来家里的盆
栽，还有出力、出技术安装拱门⋯⋯”
沈甬民说，每次需要劳动力，他在群里
一喊话，大家保准来！他指指刚才我
们拉上来的“园艺车”说，这“宝贝”也
是群友送来的，“送来时，说是家里闲
置，其实我一眼就看到崭新的标签，明
显是特意买的！”另外，即将挂在花箱
上的 LOGO 牌，也是小区居民自己设
计的。

“你看，再过几个月，这拱门上的
8 棵藤本月季应该就能长到拱顶了，
那时花园更美。”看着即将完工的“共
享花园”，大家的笑容愈加灿烂。

在宁波，一些车库顶、老旧小区屋
顶、垃圾死角等等，都开始了一场美丽
蜕变。目前，“共享花园”在甬城遍地
开花，仅鄞州区就已有 42 个“共享花
园”。

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拉进来一起干

在鄞州区福明街道碧城社区，也有
这样一群想要“种”家园的居民，其中一
位召集人叫叶明忠。

“我自己捣鼓的废旧轮胎，舍不得
扔，能不能保留？”第一次见叶明忠，没
等我们开口，问题就抛了过来，他误把
我们当成了小区为“共享花园”请来的

“帮手”了。
当天，叶明忠口中的“帮手”——宁

波理工学院益立方公益学院副院长袁
彦鹏老师及设计学院10余名学生所组
成的团队，要进行第一次实地走访测
量，我们也“将错就错”，成为这支队伍
的“编外人员”。

碧城社区交付已有 10 多年，时间
一长，有的绿化带损毁了，有的废弃了，
小区便有了星星点点的荒地。叶明忠
带我们径直来到小区 16 幢楼，楼前是
一条 100 多米长、2 米宽的长条形花
园，显得有些杂乱无章。“这还是我们自
己捣鼓过的，原本都快变成垃圾堆了！”
叶明忠边说边比划。花岗石是新砌的，
两边放着的花盆高高低低，是各家“共
享”来的⋯⋯“总觉得花园还差点意思，
大伙一合计，得请人再设计提升一下。”

于是，碧城社区发出了一纸“征集
令”，引来袁老师所在的公益学院——益
立方，也引来了我们。

论设计，袁老师的团队都是老手。
“可这个设计很特别，很有挑战！”团队

设计师程昕雨同学连用了两个“很”来
描述这个新任务。

这确实不简单！在我们眼中，“共
享花园”并非简单地点亮城市角落，更
重要的意义在于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像碧城社区居民自发打理花园，一个月

“长”出几十盆花草，说明居民参与意识
很强，怎样进一步把他们的热情用起
来，激活花园设计灵感？

“居民原本的那些花花草草，他们
宝贝着呢，完全可以成为‘外来设计’和
居民之间建立链接的最好纽带！”我们
开始积极出谋划策。外来力量加入“共
享花园”打造，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共
享的“朋友圈”，我们很期待这能带来新
的惊喜！

很快，袁老师团队交出了第一稿设
计图：在小区 5 个点位上植入花园概
念，百米花园则拆分成两段，利用原来
的石墩设计了小径，小区东门、南门等
还布局了花架，不仅挖足了小区空间潜
能，而且非常时尚⋯⋯“用的都是居民
本来的植物，可是摆放位置一调，颜色、
高度一归整，立体感、层次感就出来
了！”看到设计图，我们不禁感慨道。

生长于社区，却又跳出社区，如今
在宁波，很多小区的“共享花园”或有设
计机构助力，或有高校团队加持，还有
中小学的热心参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实现共建共享。

扩大花园的“朋友圈”

就在碧城社区紧锣密鼓地探路“共
享花园”的更大可能时，鄞州区首南街道陈
婆渡小区最后一个“共享花园”正式收尾。

至此，陈婆渡这个建成18年的拆迁
安置小区里，已打造了9个“共享花园”，
总面积达1400平方米，是鄞州“共享花
园”最多的小区，角角落落焕然一新。这
么多的花园，如何发掘提升小区颜值以
外的功能，是摆在陈婆渡小区面前的新
问题，也是匆匆至此的我们所好奇的。

“拿到‘花园议事厅’里议一议吧！”
一旁，居民杨维荣提议道。

说话间，几个闲聊的居民便引着我
们往小区北侧走，在23幢楼下，我们看到
一片依着楼房而生的小花园，正中间一棵
大树下，放置了一圈石桌石凳，好几个居
民已坐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开了。
在他们的聊天中，我们梳理出了关键信
息：这里，其实是小区的第二个“共享花
园”，四季花开，居民们喜欢到花园坐一
坐，喝喝茶，聊聊天，评评小区里的公共事
务，花园渐渐发展成了社区共商共议的平
台，鼓励居民集思广益，参与社区自治。

“小区花园多，花多，利用起来，做干
花文创如何？”陈婆渡社区党总支书记章
慧玲还没坐下，就抛出一个议题。

“不行不行，花都摘了，我们看啥
呀？花我可看不够！”74 岁的谢雪飞脱

口而出，引得大伙哈哈大笑，他可是这
个2号花园的“主理人”，爱花惜花出了
名，他赶紧提出新想法，“这里是‘花园
议事厅’，另外的花园也可以搞花园书
房、花园棋馆，9个花园串成线！”

“这个主意好！还可以给每个花园
设计一个标识！”我们兴奋地点赞，说话
间，心中正感叹：花园里议事，放松又贴
近，偶尔还有路过的居民停下脚步，大
大方方插几句话，非常开放。

“没事，爱怎么说咋说，这里很开
放，谁都能说事！”杨维荣自豪地跟我说
道，他们小区里垃圾分类、外墙粉刷、道
路“白改黑”、设立健身点等等，各类事
关居民生活的 20 余件大小事，都是这
样在“共享花园”里议出来的。

的确，小小花园大世界，在宁波，除
了议事厅，“共享花园”还延伸出了小课
堂、音乐角、图书馆等多种功能，居民也
不仅是“花匠”，还是社区的平安宣传
员、邻里互助员和文明劝导员等。

20多件社区事，都是花园里议出来的

我是“有礼”志愿者
创意点亮城市角落，记者走进宁波小区体验“共享花园”建设

花样生活，种出来
本报记者 陈 醉 见习记者 葛雪琪 共享联盟·鄞州 徐庭娴 蔡忠明

“秋风起，花儿该施肥长长膘，我
们也要出汗减减膘——‘种家园’明
日打卡事项：整地播新种，施肥剪老
枝！”

10 月 2 日晚 8 时许，一条留言让
“春晓花语”微信群再度热闹起来，群
里都是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雅苑社
区江南春晓小区居民，他们报名的报
名，出主意的出主意，手机叮叮咚咚响
个不停。“国庆假期，这个群才稍稍‘安
分’一两天，马上又‘憋不住’了！”在群
里“潜水”的我们笑了。

5 个月前，江南春晓小区居民自
发在脏乱差的闲置空地上“造”花园，
播种施肥，自己动手，一草一木，“众
筹 ”而 来 ，居 民 笑 着 称 这 是“ 种 ”
家园。

他们即将“种”下的，是鄞州区第
42 个“共享花园”。去年以来，一场

“创意点亮城市角落”行动在宁波全市

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悄然进行，甬城百
姓不约而同以各种方式“种”下“共享
花园”。与其
说这些创意扮
靓城市的“面
子 ”，倒 不 如
说，他们做实
了一座城市文
明的“底子”。
不久前，宁波

“共享花园”项
目入选我省首
批“浙江有礼”
省域文明新实
践为民办实事
项目。

“报名！”
打下这几字，
我们嘴角再度
上扬。

↑ 居民们在“共享花园”一起学习。
受访者供图

↑ 居民们在“共享花园”一起学习。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②陈 婆 渡 社 区“ 共 享 花
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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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广告 ·

宁波“共享花园”通过微创意、微改造，
由居民自己动手，把小区卫生死角、“城市伤
疤”变成共建共享的花园，以此提升小区环
境、增进邻里关系、促进社区治理。

在打造“共享花园”过程中，一方面，由
社区党组织牵头，相关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发动社区能人、文创团队、高校师生、辖区
单位等参与众筹、设计、改造，以共建促共
享；另一方面，汇聚文创团队、居民群众的
奇思妙想，深入挖掘街巷、小区的历史文
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微创意促进微
改造，以小投入来实现大变化。

宁波市

“共享花园”项目

项目名片

①记者在“共享花园”修剪
花枝。

共享联盟·鄞州 王世杰 摄

陈 醉 葛雪琪葛雪琪

①①

②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