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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统的城市规划师对城市尚未建设的用

地进行空间设计，但是当空地已经建成了小

区、承载了居民生活、形成了社区文化，就需

要社区规划师在完成空间设计的同时兼顾社

区发展规划。社区规划师从物质空间的设计

者逐步转向社区多方相关利益的调节者，承

担起公众代言人的角色。自20世纪60年代开

始，具有公众参与性的社区规划在西方城市

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尤尔根•哈

贝马斯认为，想要在社会公共事务商议的过

程中得到各利益群体的赞同，就需进行充分

的公共讨论，其交往理性理论奠定了社区沟

城市精细化管理背景下社区规划师在社区更新中
的拓展实践——以上海曹杨新村“美丽家园”规划为例

通规划的基础[2]；约翰•福里斯特明确提出“为

人民规划”的论点[3]；约翰•弗里德曼也认同

社区事务建设有利于鼓励居民参与规划，提

高整体社区的生活质量[4]。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规

划中遇到的权益矛盾越发凸显，新型城镇化发

展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以确保城镇规划制定

的合理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对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有明确规

定，强调了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5]。2017

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8.52%，公共基础

设施供给不足、老旧社区更新不及时、城市建

设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等问题在城市高速发

社区规划师是西方城市规划中重要的参与者。随着我国市民公众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城市越来越关注社区的精细化

管理，社区规划师制度在我国城市更新的进程中逐渐变得不可替代。上海曹杨新村是我国最早采用“邻里单元”理论

建造的知名劳模新村，经过60年发展，亟需解决基础设施老旧、社区管理落后等问题。以曹杨新村“美丽家园”建设为

背景，提出建立由专家学者、城市管理方、社区居民和社区规划师组成的“四方参与工作平台”和5阶段工作流程，在传

统社区规划的基础上完成规划后的驻场动态追踪、弹性社区规划，其推动社区自治的方式是我国社区更新发展的重要
实践参考。

Community planners ar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western urban planning. As cities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community 

management, the system of community planners has become irreplaceable. Shanghai Caoyangxincun is a famous community built for 

model worker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working platform, which consist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city managers,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community planners, and to adopt a "five-stage" working process through symposiums, planning summary & evaluation, 

and on-site follow-ups. As an effort to build urban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this case study is valuable for promoting community 

planner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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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过程中日益凸显，社区内也积累了各类发

展矛盾和问题[6]11。越来越多的公众、商家、社

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希望参与到改善居住环境

的规划决策过程中，以满足人们对社区空间环

境和生活品质的需求。构建社区规划师制度，

作为社区层面实施沟通式规划与公众参与规

划的载体，引导政府、居民等各方利益代表开

展公正、公平、公开的互动性规划交流活动，明

确各方诉求，促进规划决策，是使规划达成共

识的有效途径。

2017年，全国两会上明确要求推进超大

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工作，“城市管理应该像绣

花一样精细”，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城市安全隐

患，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让百姓感

受到城市的温暖。“上海2035”总规中提出“构

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引入社区规划师制度，

打通城市社区末梢，满足人们各类生活配套的

需求。在此背景下，2018年1月，杨浦区邀请规

划、交通、建筑、景观专业的专家对接辖域内12

个街镇，指导公共空间更新，组织各方力量参

与社区共建，激活社区活力。同年5月，普陀区

签约11名社区规划师，深入社区调研，选取具

有优化潜力且可实施性较强的社区更新项目，

开展试点工程。

1   社区规划师内涵及发展

社区规划以问题为导向，以空间改造和政

策实施为手段，寻找推动社区发展的策略和措

施。社区规划师的核心内涵是通过建设合适的

沟通环境，构筑居民、政府等各利益方互动的

平台，共享规划信息，及时了解各方的价值观

和诉求，促成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联系，通过多

方协商解决困惑和矛盾，共同推进规划目标的

实现。

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所构成的

社区资产是社区规划的基础。物质资产包括空

间环境的主要构成部分，如建筑、道路、公共空

间及公园等设施。人力资源包含社区成员的才

能、领导力、教育背景、荣获奖项荣誉等。社会

资本包含社区的邻里关系、社区机构的凝聚力

和影响力[6]13。通过更细致的物质资产排查，挖

掘人力资产，摸清社会资产，寻找落实规划目

标的最佳路径。

社区规划师打破政府单方向传达的做法，

具有互动性、公众性和多元性[7]。多元性表现

为学科背景多元性强，包含建筑、景观、社会等

诸多学科。通过多方互动交流，解决公众参与

意识不强的问题，提高社区公共事务的被关注

度。通过参与性高、促进政府和公众之间交流

和协调的活动，充分发挥公众反馈在规划实施

中的推动作用、多方主体对政府的监督效果，

让政府能通过规划更多地反映公众需求。社区

规划师面对多元公共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包

括各级政府、街道、居委会、居民代表、涉及空

间改造专项的专家学者、民间组织等，通过社

区规划师对不同领域的认知和探讨，唤醒人们

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各规划参与方

的动力，健全规划组织体系[8]。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规划师以传统空间

建设规划为专业理论基础，承担社区规划设

计、活动组织等任务，模拟理想场景，与市民共

同探讨重点项目策划。以美国为例，社区规划

师在编制规划时，社区向政府规划部门提出

编制规划申请，社区规划师所在的非政府组织

（NGO、高校及研究机构）充当政府和社区之

间的联络方，向政府提出社区的困境，申请发

展资金，并制订社区建设及改造的规划，使社

区获得专业服务的同时又不依赖政府[9]。

我国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社会和政府

的关系在发生结构性调整。社区作为社会功能

的载体，要完成社会功能的提升，单纯依靠“自

上而下”的政府力量或者“自下而上”的民

间力量都难以独立推进。需借鉴发达国家社区

规划师的成功经验，建立相对固定和多元化的

规划师服务队伍，强化社区规划中的人文目标

建设，以衔接政府和社区的两方力量[10]。

上海市部分行政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

区规划师团队，录取和聘任采取自愿报名与筛

选择优相结合的方式。其主要职责包括：（1）

通过实地调研、驻场，深入了解社区需求；（2）

提供技术指导，负责对街道和区域相关规划编

制、建设方案、实施方案等提供技术咨询及指

导意见；（3）参与政府涉及规划事务的决策研

究，计划上报审批前征询社区规划师的意见；

（4）建言献策，负责制定社区的发展定位、整

体布局、规划思路及实施措施，向上级领导和

政府部门提出意见与建议。社区规划师受聘

后，将定期与所结对的街道进行沟通，对辖区

内亟待改善的老旧小区的内部公共空间、街角

街边、慢行系统等进行全面摸排和分析，选取

可实施的更新项目。

2   上海曹杨新村社区“美丽家园”规划

     实践

2.1   研究目的

建设示范性“美丽家园”是落实上海市

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载体，涉

及范围已超越传统的建筑和规划学科，从而多

方面、系统性地改善社区人居环境。社区规划

师制度是城市精细化管理推行过程中的创新

规划方法，向公众传达发展思想，组织公众参

与社区事务，解决社区规划的各方利益，逐步

建设政府和公众之间信任与合作的机制。上海

推进精细化管理，为各区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指引了方向，优先解决一批有历史、

有需求、有代表性社区的基础问题并进行推

广。曹杨新村作为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工人新

村，面临了许多同时代小区共有的基础设施老

旧、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同时在地理位置和文

化底蕴方面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城市转型

期，通过社区规划师机制落实精细化管理，曹

杨新村“美丽家园”建设作为一项样板工程，

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曹杨新村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内环中山

路以西，金沙江路以北，桃浦浜以东，武宁路以

南（见图1）。社区占地2.14 km²，内有住户3.2

万余户、居民约11万人。曹杨新村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劳模新村，社区道

路四通八达，医疗教育等生活配套设施较为齐

全。但经过60年的发展和变迁，曹杨新村的基

础设施已经难以适应居民新的生活方式，不断

老龄化的社区正面临着建筑功能逐渐退化、停

车配套不足、消防隐患严重、文化形象模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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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曹杨新村面临的问题具有代表性，上海及

全国其他城市有大量此类的新村面临基础设

施提升的需求；同时它也具有特殊性，作为中

国第一个劳模新村，承载着独特的红色文化内

涵。为了在曹杨新村打造“美丽家园”，提升环

境品质，落实精细化管理，街道推进了社区规

划师工作。2018年3月上海曹杨新村街道办事

处（即曹杨新村社区的行政管理机构，以下简

称“街道”）签约，由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

究总院带领规划、建筑、景观、环艺等多个专业

组成的社区规划师团队，组织曹杨新村参与主

体，包括社区、街道、当地居民和商家代表，共

同探索社区规划师推进“美丽家园”建设的

新模式。

2.2   存在问题

曹杨新村面临的问题具有典型性，适宜先

行试点。其存在问题主要包括3个方面。

2.1.1    物质资源：配套设施老旧，环境品质不高

社区配套服务相对齐全，多条公交线覆盖

社区，但是社区无法满足机动车的停车需求，

小区内人车混行，生命通道受阻。由于店面侵

占和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问题，街道品质不

高。社区绿化覆盖率高，但是景观较为单一、缺

乏层次，绿地功能性不足。

2.2.2    社会资源：社区功能滞后，缺乏统一管理

物业管理不到位，老旧小区的房屋内部受

损严重，建筑内的安全和消防隐患多。社区内

的人员结构复杂，非居住业态多，出租率较高，

租户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矛盾较多，加剧了社区

的混乱。

2.2.3    人力资源：涉及多方参与，机制尚不成熟

规划协调难度大，参与规划的专业多，涉

及的政府职能部门范围广，单独依靠社区的

行政力量解决社区矛盾效果有限，需要汇集

多方智囊共同商议解决。由于曹杨社区有重

要的历史意义、社会影响面较大，规划编制由

区精细化管理推动，落实于社区，通过社区规

划师团队总体牵头，协调多个部门和相关利

益方共同参与。在本次规划前，老旧社区更新

两次访谈沟通会，与当地专家沟通协调，明确

核心社区的矛盾。在之后的两次居委会座谈会

中，梳理各小区的个性和共性问题，开展头脑

风暴，共商解决方案。各居委会基本认同的社

区主要问题有：机动车辆停车难、生命通道受

阻碍、小区建筑问题多、后续维护跟不上和垃

圾分类没人管等。社区规划师、街道组织方、社

区内主要居委会代表参与居委会代表座谈会。

3.2   社区矛盾认知

第二阶段社区矛盾认知是在现状排摸的

基础上，更深入地交流、了解社区的潜在问题。

通过发放调研问卷和居民访谈来认知社区矛

盾，问卷的内容涉及居民基本信息、居住现状

评价及社区更新意愿。当地有20个居委会，向

每个居委会发放5份问卷，共收回95份问卷，

回收率达95%。通过问卷反馈得知，居民普遍

反映，慢行交通环境需要改善，社区内的文化

活动场所也比较匮乏。曹杨新村曾经的辉煌

依然被多数居民所熟知，但其文化气息需要提

升。大多数居民愿意参与社区事务、了解社区

文化。随后在各个社区内完成了随机的街头访

谈，其反馈情况与问卷调研结果基本一致。曹

杨社区居民有良好的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意

识和素质，急需社区搭建平台，增加居民参与

社区事务的机会。在系统性的调研中加入随机

访谈，可以了解基层居民在社区生活中最重要

的需求。团队多次与等孩子放学的家长进行交

流，得知社区教育资源较为完善，家长表示很

满意；从绿地边聊天的高龄老人群体那里得

知，老人的活动室空间不足，且高龄老人的男

女适用空间不同，男性常常以棋牌为主，女性

则喜欢拉家常，同一社区至少需要分设两处老

人活动空间。与小区居民沟通得知，老旧小区

内许多住宅楼的防盗门容易出故障，给居民生

活造成很多不便。随机的街头调研也会使社区

规划师团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使得设计方案

更有针对性。

3.3   规划诉求协调

2018年4月10日，曹杨街道举办了“深化

缺乏系统性的组织协调机制，由下而上的反

馈平台有待疏通，在规划中如何协调各方利

益面临挑战。

2.3   研究方法

社区规划师项目组由具有专业技能的工

程师以及社区活动者组成（见图2），主要牵头

规划活动，协调各方参与。主要参与方如下：

（1）城市管理方，以规划建设、绿容局、城

管、民防、警务、建设、工商等部门为代表。城市

管理方的参与保障了沟通规划过程中活动的

有序开展，确保公共参与的质量，解决场地、资

金等问题。

（2）利益相关方是由社区内的居民主要

代表、租户代表、商家业主以及企业单位代表

等组成。

（3）规划设计方是由社区规划师团队召

集的专家学者智囊团，包括规划、建筑、景观、

造价、市政工程的设计师，为其提供后方技术

和资讯保障。

（4）涉及的其他相关组织和个人，如社区

志愿者、曹杨社区知名人士、城市历史保护社

会团体，也为工作的开始发挥了作用。

通过多方参与的机制，明确矛盾要点，通

过辩论、调解来提出必选方案，制定满足各方

诉求、有利于社区发展的规划方案。

3   5阶段工作流程

社区规划师团队专业种类多、涉及面广，

有利于全盘排摸社区问题，同时对重点问题进

行重点了解。为了通过四方参与工作平台摸清

高度分散的社区诉求，社区规划师的工作流程

主要由社区现状排摸、社区矛盾认知、规划诉

求协调、规划总结评审和规划动态追踪5阶段

组成（见表1），覆盖规划的全生命周期，确保

了解社区问题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3.1   社区现状排摸

排摸社区现状以前期数据分析为基础，

从数据分析中了解当地居民的出行习惯和通

勤模式。随后在街道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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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规划区位范围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阶段目标 规划步骤 操作形式 主要作用 参与方 借力平台 认知方向 时间和
次数

社区现状
排摸

前期基础
摸底

获取规划区域内居民的
手机信令数据和出行

POI（兴趣点）

了解当地居民的出行习惯和
通勤模式

社区规划师团队及
数据分析师 相关网站 自上而下 项目初期

1次

相关专家
沟通 访谈沟通会议 熟悉社区的基础情况 社区规划师、曹杨新

村社区管理专家
区政府号召，街道

组织召集 自上而下 项目初期
2次

街道座
谈会

调研座谈会，会议后半
程围绕核心主题聚焦

讨论

宣传教育社区规划师机制和工作
流程、掌握社区整体的共性问题

和各个街道的特点问题 

社区规划师、街道组
织方、街道内主要居

委会代表
街道组织召集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项目进行过

程中2次

社区矛盾
认知

居委会
座谈

集思广益地探讨社区内
的个性问题

聚焦居委会的个性问题，打开思
路，托出方案

社区规划师、居委会
的主要负责人和社

区居民
居委会组织召集 自下而上 项目进行过

程中5次

居委会居
民问卷

匿名问卷下发至每个居
委会，鼓励居民建言

献策

广泛宣传、营造思想氛围，提高
居民的参与热情，疏通社区的

反馈渠道

社区规划师、居委会
负责人及社区居民 街道组织召集 自下而上 项目中期

1次

居民讨论 目标人群分层，街头随
机调研

鼓励民众参与，与居民核实社区
问题，提高居民的参与感

社区规划师、普通
居民 社区规划师 自下而上 项目中反复

多次

规划诉求
协调

外方单位
沟通

通过协商会分享研究成
果，托出初步方案，完
成方案比选，系统性了
解各部门实际项目的安

排情况

了解各局委办项目的推进情况，
提高规划的可实施性、缩小争

议范围

普陀区委宣传部、街
道党工委、街道办事
处、房管局、绿容局
等各局委办以及精细

化管理专家学者

街道组织召集 上层横向
沟通

项目中期
1次

居委会
座谈

与居委会组织方和居民
沟通规划方案，了解居

民的反馈意见

与各个居委会实际情况对接，强
化方案的实施细节

社区规划师、居委会
和居民 居委会组织召集 基层沟通 项目中反复

多次

规划总结
评审 部分座谈 组织方案评审，深化

方案
审议方案，准备后期上报及后阶

段的方案深化
社区规划师、街道

组织 街道组织召集 上层总结 项目后期
1次

规划动态
追踪

驻场
追踪

在完成规划后安排驻场
规划师，全面介入社区

建设和后期管理

及时反馈社区管理者和市民在规
划推进和环境使用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提出更新解决方案，通过
动态规划更新来保持规划的弹性

社区规划师、市民、
居委会、街道管理者 街道与规划师协调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规划完成后
长期反复

多次

表1  5阶段社区规划师工作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2　四方参与工作平台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64 | 规划实践

精细管理，打造美丽家园”的主题研讨会，共

同探讨社区发展方向，达成建设性共识。社区

规划师团队以自身专业素养引导参与者畅所

欲言、集思广益来达成规划方案。参与历史街

区更新的学者提出，曹杨新村规划是国内最

早一批符合邻里单元理念的社区规划，可以

发挥其优势，使其实现当今公认的完整街道

设计理念并建成“窄马路，密路网”的理想

社区。曹杨街道的老领导强调在现有规划的

基础上，应提升对红色教育的关注度。同时，

区房管局代表提出，老式住宅加装电梯很难

获得一楼住户的支持，项目阻力较大。规划方

案吸取各方专家意见，完善现有方案，在设计

中融入完整街道设计理念，加强红色文化宣

传，希望通过建立楼宇小组协商机制来有效推

进一批便民工程。

3.4   规划总结评审

组织评审并深化方案，促进居民、社区规

划师团队与城市管理方之间的沟通，鼓励关心

社区未来发展的居民提出修改意见，推动规划

的落地。在评审会中确定了方案的公益性和完

整性，并在规划方案的基础上罗列出3年行动

计划。

3.5   规划动态追踪

目前相关专业的规划师需要监督一部分

专项的实施落地，也将继续指导后续专项的

设计符合总体规划理念。同时，针对传统社区

规划师工作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规划师入驻社

区，体验曹杨新村的社区生活。在这一阶段，规

划师的关注点在于社区中一些短期调研无法

发现的问题。本次规划师团队中有多位规划师

是上海户籍，或本身为普陀区居民，他们与居

民多次开展交流互动，使他们在交流社区发展

时更能敞开心扉。后期驻场期间，在曹杨铁路

农贸市场体验购物、了解社区的早晚特点，在

主要公园感受公共空间、熟悉新村的四季景

色，定期随访个别具有代表性的曹杨住户，如

三代同堂、孤寡老人及租户代表，更为细致地

了解曹杨新村居民衣食住行中在规划层面可

以解决完善的问题，更加有效地介入社区建设

和后期管理。

4   聚焦矛盾落实精细化管理的结果

本次规划通过社区规划师的5阶段工作流

程，对焦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梳理问题和

各方诉求入手，归纳各方观点并分类，在聚焦

问题的同时促进各方思考，自由表达意愿，不

断暴露深层次矛盾，缩小分歧、化解矛盾、达

成共识、统一目标，制定细化方案。针对不同

类型的社区资产，通过5阶段工作流程，覆盖

规划项目的全生命周期，落实精细化管理，建

设美丽家园，最终得出较为完善的动态规划

方案。在引入社区规划师制度后（见表2），层

层深入抽丝剥茧，为物资、人力和社会3类资

产类型中的典型问题找到矛盾所在、制定解

决方案。

作为在传统社区规划中的拓展，驻场阶

段通过与居民长期反复的沟通，加深了对社

区问题的认识。前4阶段工作主要聚焦于城

市街道和社区公共空间，通过驻场，越来越

多的居民向社区规划师团队敞开心扉，指出

社区的矛盾更多是居民楼道内和家中内部改

造的问题。许多邻里矛盾是由于煤卫合用产

生的，居民急切需要建筑师通过抽户改造、

内部改造和“贴扩建”分割出独立的单元

（见图3）。许多家住楼层较高的居民要求加

装电梯，但是该举措往往难以获得一楼用户

的支持，需要社区规划师帮助共同搭建协商

解决的平台。部分居委会对房屋内部设施进

行了提升，安装了楼道紧急疏散标志等，但

是许多居民表示这样并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更需要关注的是解决楼道内存在的火灾隐患

和偷盗问题。

5   主要创新点

社区规划需要“内外兼修”，既要关注城

市公共空间的美观，也要提升社区的生活体

验。了解社区居民的“难言之隐”，才能使规划

落在实处，专项解决问题。在规划初期，团队的

关注点主要是如何提升公共空间、重建社区文

化。但是经过专项指导的一段时间驻场，加深

了对社区的学习和认知，了解到更多社区内部

的需求，把目光聚焦在住户室内空间的问题。

这是本次社区规划师工作在拓展阶段的主要

收获，也为未来指导建筑改造团队深化专项打

下了基础。

6   结语

在创建伊始，上海曹杨新村就是国内最

早采用“邻里单元”理论建造的完整小区，

60年后又领先探索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应用，

完善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的多重

提升。本次规划探索了一条有利社区建设、

符合国情、可操作性强的社区规划建设道

路。对老旧社区的精细化管理来说，规划师

需要了解社区的既有文化和存在问题，在承

担传统空间设计的角色之外还承担沟通访谈

的职责，从个人、居委会、居民组织、社区等

不同层面了解老百姓的呼声。这些对实施各

类城市老旧社区的精细化管理尤为重要。细

致入微的沟通式规划有利于详实地了解社区

的前世今生，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提升街区

历史风貌。

社区规划师驻场完成规划、反馈和优化的

全过程，强化了传统规划的薄弱环节。在驻场

的过程中规划师团队与社区居民建立信任，同

时实现了对社区全寿命周期的呵护。社区规划

图3　分割独立单元的不同改造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c 贴扩建  b 内部改造 a 抽户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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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5阶段社区问题聚焦实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产
类型 主要议题 浅层

（社区现状排摸）
中层

（社区矛盾认知）
深层

（规划诉求协调）
共识

（规划总结评审）
反馈

（规划动态追踪）

物质
资产

曹杨一村的
历史保护

建筑 

外观具有特色需要
保护、内部老旧

（1）公共绿地被占用现象
严重，房屋老旧
（2）白蚂蚁、“四虫”、
房梁烂等问题严重
（3）木结构房屋，且在
楼道内晾衣服，火灾隐
患较大
（4）二楼作为一楼至三
楼的公共空间，盗窃问
题严重

（1）房屋结构实质为
稻草和泥混合，部分楼
层是新村建成后再增加
的，建筑结构有隐患
（2）历史建筑的外观特
色需要被保护，但是其
内部结构可以进行适当
调整，以提高居民的生
活品质

（1）修缮建筑外观，保持建筑特点
（2）提高社区管理能级，搭建平
台，发动社区志愿者开展社区自治
（3）抽户改造，通过将一梯多户
中的若干户搬走，将空出的建筑面
积进行改造
（4）将一部分村史馆的内容放入
改造后的历史建筑内，历史故事、
场景和建筑可以更好地融合

（1）建筑修缮是
否改善了居民的生
活品质
（2）落实建筑改
造专项
（3）关注楼道内重
点火灾、盗窃的问
题，集中整治

人力
资产

社区人口结
构调整

普陀区老龄化最严
重的街道之一，且

高龄老人较多

（1）老年人活动空间不足
（2）通常男女需要各自
分开的活动空间，男士以
棋牌为主，女士以聊天聚
会为主

（1）城市街道和社区内
缺乏休憩空间
（2）高龄老人去社区内
的3大主要公园距离较远

（1）优化设计城市街道内不可进
入的绿地
（2）增设可以休憩的空间
（3）利用闲置的公共空间、开发
公园下地下空间，增设老年活动室

（1）绿地使用率是
否有提升
（2）小区内休憩空
间是否满足需求

社会
资产

宣传曹杨
文化

曹杨新村有独特的
劳模文化，随着历
史的变迁而日渐

模糊

（1）多数居民熟知曹杨文
化，仅有少部分年轻住户
表示不清楚
（2）加大对传统优秀历史
文化的宣传，让居民参与
文化认知活动的同时了解
曹杨历史

（1）社区内有宣传曹杨
文化的村史馆，但是互
动式展示较少
（2）社区空间环境中对
曹杨文化的体现不足，
需要打造场所感

（1）建议开展新时期logo设计
竞赛 
（2）加强曹杨新村内部和外部主
要节点的设计，提升曹杨特色
（3）枫桥路地铁站设置文化墙，
美化曹杨印象

（1）新logo的社区
认同感
（2）外来游客是否
感受到清晰的曹杨文
化特征

师团队也发现了社区内居民更为关心、急需解

决的社区问题，打破了传统规划设计作为“命

题作文”的局限，更加全面真实地发现和解决

社区急迫问题。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重要的

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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