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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是“茅台酒”
■ 金之平

■ 李娜

从“想出圈”到“能出圈”
城市功能提升计划是城市更新

行动的重点任务之一。产业兴则城
市兴，在提升城市功能的进程中提
升产业能级、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这
场深入城市灵魂的更新改造，将为
现代化大都市建设提供更大空间和
更强动力。

用起来 活起来

对话人：

刘 刚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杨建楠 本报评论员

■ 何青华

做好“特”字文章

看懂“夜校热”背后的需求
■ 张玥

一街之隔有菜市场，小区

旁有能跑步健身的“口袋公

园”，小病小痛能直接到社区医

院看病取药……谁不想住在这

样一个方便的生活圈里呢？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了《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

设工程实施方案》。把服务设施

“嵌入”社区，是打造“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让居民就近享受到

便捷可及、价格可承受、质量有

保障的高品质社区服务的关键。

在城市里，空间是稀缺资

源，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就要

下好绣花功夫。红桥区胜灾社

区内，废弃锅炉房变身党群服

务中心，打造18间功能室，满足

老年人日间照料、青少年活动

的需要，居民的合唱、舞蹈团排

练、乒乓球运动也都在里面。

不同于“高大上”的服务设施，

嵌入式服务设施追求“规模适

度、经济适用、服务高效”，主打

与社区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

灵活利用社区里那些闲置、废

弃的空间，进行微改造、精提

升，编织起一张更细密、更接地

气的网，能够满足居民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

不可否认，实践中有些嵌入

式服务设施建好了，但没用好。

背后有诸多原因，比如与居民需

求不完全匹配，小区上年纪的老

人多，但设施操作复杂，老人不

会用；虽然设施有了，但因为资

金、管理、人员等跟不上，无法

实现常态化运营。社区服务想

真正在社区扎根，把事办到群众

心坎上，嵌入的就不能只是一个

场所，或是一组设施，而是更精

准、优质、有生命力的服务。

精准的服务来自对居民实

际需求的精准把握。群众缺什

么，服务就补什么。东丽区金钟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内社区

食堂的菜品每周都会调换，就餐老人想吃什么，食堂

就做什么。真正满足居民所需、解决居民所急，服务

就更受欢迎。长久的生命力则来自可持续、高效率

的管理模式。河西区天塔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由

政府搭台，鼓励企业竞标运营同一片区内的多家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扶助企业做好运营主角，为居民提

供更专业的服务。通过市场化择优的方式，公建民

营、民办公助，吸引更多的社会、专业、市场力量共同

参与到服务中来，多方合作，拧成一股绳，才能把优

质便捷的服务送入千家万户，融入万家灯火。

“一刻钟”不只是便民圈对时间和距离的要求，

更是衡量生活便捷度和居民幸福感的标尺。当生

活有了更多抬脚就到的服务场所、触手可及的贴心

服务，群众就能深切体会到高品质生活带来的稳稳

的获得感、幸福感。

近来，在上海、广州等地，夜校“重出江湖”，由公

共文化机构开办的市民艺术夜校、文化夜校备受青

睐，上海更是出现了65万人抢一万个名额、听课席位

秒光的现象。

不同于以前上夜校以补习文化课为主，现在的学员

多是按兴趣爱好学习各种技艺，更看重课程带来的精神

满足与文化享受。夜校成为生活的调味剂，让人从白天

的职场压力中解脱出来，在晚上享受一场“精神按摩”。

“夜校热”是青年群体学习热情日益高涨的缩影。在

各种网络平台上，年轻人上网课、听书，结交有共同爱好

的“课搭子”，把学习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不过，夜校一

课难求的火爆，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即文化资源的供给还

跟不上日益增长的需求。引入更多社会力量，把场地、师

资、课程内容等资源充分盘活，才能为公众的学习热情持

续添柴。

如今一些市场化机构也开始瞄准成人开设“兴趣

班”，说明市场有着灵敏的嗅觉。但有的机构授课老师水

平不够高，有的课程价格不亲民，还有的定位曲高和寡，

让年轻人望而却步。这也提醒这些机构，不能只看到商

机，却看不到商机背后的文化需求、消费心理等更本质的

东西。准确把握年轻人探索文化领域的兴奋点在哪里，

利用市场化的优势聚集优质的教学资源，用创新创意的

授课方式吸引公众的兴趣，这是创造更多优质文化供给

的一条有效路径。

宝莲灯，作为一种新晋的网红花卉，近两年在花卉市场上很受欢

迎。其中，“大顺宝莲灯”的价格要高出其它品种40%以上，仍然供不应

求。这个“大顺宝莲灯”就是东丽区东信国际花卉有限公司的主打品

种。东信花卉是最早将宝莲灯引进我国的企业，通过多年的引育培植，

实现了宝莲灯成品苗的国产化，彻底结束了依赖进口的局面。目前，

“大顺宝莲灯”年产量达到百万盆，拥有全国超90%的市场份额。

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花卉产业成为东丽区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

用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区域实现高度城市化后，如何在稀

缺的土地资源上做好现代都市型农业这篇文章？做好“特”字文章，培育

“专、特、优、精”高效益产品，以农业品牌化助力乡村振兴，是一条有效路径。

经过几年的发展，东丽的特色农业“标签”日趋丰富：胡张庄葡萄、欢坨

西红柿、宽达水产品、骆驼房子烧鸡、华明草莓……优质农产品的知名度、美

誉度以及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消费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日趋显著。我们

从来不缺好的产品，缺的是特色和新意。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谁能充

分挖掘地域优势、文化特色，更好地塑造品牌价值，谁就将赢得市场，实

现“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的转变。

南京岂能“裁”给安徽

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官网消息，近日有媒体指出该法

院执行裁定书错误表述“安徽省

南京市”一事，法院已予纠正，同

时责令相关责任人做出深刻检

讨，并对其严肃追责。

王宇 画

很多人吃过冰淇淋雪糕，你吃过冰淇淋萝卜吗？还

有形似凤梨、切开像火龙果的凤梨萝卜……这些都是西

青区小沙窝村村民郭芝振试种的新品种。

西青区的沙窝萝卜有名，跟着萝卜一起出名的还有

“沙窝老郭”，一位不守旧、爱钻研，始终在琢磨怎么跟上

潮流的“60后”新农人。十几年前，别人还在露天种萝卜

时，他已经给自家萝卜地扣上大棚；别人还在马路边摆摊

卖萝卜时，他就把萝卜卖到了博客上。如今，他成了电商

平台上的“带货达人”，将沙窝萝卜卖到全国各地。“爱折

腾”、求新思变，正是老郭“出圈”的密码。

有“冒尖儿”的追求，才有“出圈”的可能。没有人可以

在守旧中走出新路，感知新需求、做出新应对，始终迎着

“新”奔跑，才能把握新机遇、下出先手棋。譬如同样是种果

树，有人想的只是种好树、结出果，有人琢磨的却是怎么种

出“与众不同”、怎么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同样是一条

路，有人只用来进出，有人却能将它变成观光路、健身路、富

民路……

搞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保证产量和品质；借助

互联网平台，拓展新的销售渠道，把牌子叫得更响……

“沙窝老郭”有自己的路数。从个人放大到整个乡村去

看，乡村振兴，一个关键词是“产业”，关于产业发展新路

径的探索还有很多生动实践。比如北辰区韩家墅村建设

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文旅产业，打造生态观光园、精品

水果采摘园、婚礼主题公园等，利用现有资源多元化发

展；西青区白滩寺村，把坐游船赏运河风光、深入村巷体

验传统民俗、感受农事劳作等多个人文景点串珠成链，在

农文旅融合中形成了产业特色。每个地方的资源禀赋不

同，决定了具体发展路径不同，但“做强产品品质、延长产

业链条、挖掘资源多元价值，努力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地方

名片”的逻辑却是相同的。

推动乡村产业“出圈”，说到底，要将产业特色和优势

放大，这是一道需要技术、人才、服务设施等多元素相互

支撑，才能答好的综合考题。新技术赋能、新农人引育、

新业态打造……缺什么就补什么、哪里短就延哪里，让助

力产业发展的内容更充实、形式更多样，就是在发掘产业

发展的潜力，创造“出圈”的机会。

杨建楠：城市功能提升计划包含科创学
圈培育、现代服务业集聚、文商旅融合发展、
都市产业转型升级四项工程。老厂房改造成
大型商场、博物馆，闲置楼宇变身产业园都是
典型例子。

刘刚：从城市整体的发展来看，城市功能

的性质与它的产业结构、产业发展和生产生

活方式变化高度相关。在工业化后期，旧城

区工业外移引起产业空心化的同时，也为城

市的更新改造创造了条件。解决这一问题的

办法是导入新的产业。而城市功能提升，本

质来讲是产业的升级。城市更新行动是现代

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引擎，开展城市更新，提

升城市功能，有助于引入和培育有较高成长

性的新兴产业，并通过产业升级吸引人才聚

集，带动消费升级，提升整个城市的经济活

力、生活品质，这对城市转型和实现高质量发

展都有重要作用。

杨建楠：强大的城市功能需要生产力作
支撑，而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城市功能提
升，离不开产业结构的升级。您刚才也提到，
城市发展需要导入新的产业。当下，我们需
要大力发展哪些产业以提升城市功能？

刘刚：产业的选择要结合每个城市的发

展实际和资源禀赋。大中型城市具有人口和

知识密集，交通、教育、商务和生活配套设施

完备等优势，但中心城区空间有限，不适合发

展建筑空间大的传统工业，需要引入对空间

要求不高的新兴产业，譬如研发设计、互联

网、金融、数字和人工智能等产业。城市在此

基础上构建以数字和人工智能产业为主导的

新型创新区，通过有限的物理空间，打造无限

的网络空间，为城市创造更高收益。

杨建楠：城市功能升级必然指向发展
质量升级。而产业链条的强弱、产业聚集
度的高低都决定着发展的成色。从这一层
面看，城市更新不只是物理空间的改造，也
涉及发展动能的变革，是从表层到灵魂深
处的更新。

刘刚：是的。我们进行城市更新就是要

找到新的动能，这不只是对物理空间的改造，

更涉及新旧动能转换。二者的转换靠的是科

技创新，这也是城市发展的主动力。城市通

过更新改造，提升现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市

场竞争力、新兴产业孵化力等，吸引优质企业

落户，再依靠这类企业的行业实力和产业带

动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使产业链

向高端攀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比如，天津

市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河北区与华为公司合

作建设的项目，通过持续深化与华为的合作，

河北区已吸引40家华为生态企业落户，这对

产业能级跃升大有裨益。

杨建楠：近期，南开区成立“扫楼小分队”，梳理闲置楼宇，以满足天
开高教科创园中部分企业对厂房的需求。中心城区寸土寸金，对土地
利用效益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充分盘活存量资源，做到盘而有效，事
关城市更新行动乃至城市发展。

刘刚：随着城市功能提升和产业转移，一些楼宇、厂房被闲置，土地

利用效益降低，其价值无法充分发挥，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城市更新重新

配置资源，以创造更高价值。这是城市发展，也是经营城市最基本的逻

辑。盘活存量资源，先要梳理好各区域的资源资产底数，再通过政府引

导对接各类需求，从供需两方着手，对资源进行多元规划和综合利用。

今年9月，河东区蓝天医疗器械产业园开园，园区所在地是原蓝天牙膏

厂。老厂房盘活，发展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开园后吸引了业内领先的优

秀企业入驻。盘活存量也是培育增量。以盘活存量资源为抓手，进一

步摸清资源资产底数，结合技术图谱、产业图谱、生产力图谱，主题化盘

活利用，培育特色产业，把存量资源转化为优质增量，对推动城市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99%”，这个数据是河西区越秀路街道港云里社区对辖

区居民进行满意度调查的结果。对于这个数据，社区负责人

说了四个字：来之不易。

港云里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人口密度高、房产权属

杂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突出。对此，社区探索出纠纷“三

聚焦”工作法，聚焦“门内”“楼内”“院内”，微网格深度融合查

问题、“五老”调解队实现“民纷民解”、红色议事厅欢迎居民

提意见，不回避“老大难”，不掩盖“疙瘩结”，及时、随时解决

各类问题。

问题不是“茅台酒”，不是越陈越香。面对问题时，只有像

消除病灶一样，抓早、抓小、抓实，才能化解于无形、防患于未

然。这是“枫桥经验”告诉我们的道理，也是走好群众路线、打

开治理新局面的一把钥匙。日前，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

评选出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港云里社区与红桥区和苑

街道、河东区大王庄街道入选。

谈到“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做到这“三不”，勇于直面问题是第

一步。如今，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群众的期待在提高，破

题之道也必然随之升级、更新。走进问题深处，其实也是走近

群众身边。“枫桥经验”陈列馆中，一面墙上写满了“群众心目中

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其中一句话意味深长：人民满意是一条

走不完的路，“枫桥经验”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辩证地看，发现

不满意的过程，也是发掘群众智慧的过程。譬如对于老小区

来说，“痛点”之一是停车难。在“红色议事厅”中，居委会、物

业、居民代表齐聚，居民说出自己对停车的意见建议，也开拓

了社区的工作思路，社区对接相关单位实行“潮汐式停车”，解

决了停车难题。

网络上有一个火爆的词条，叫“中国到底有多安全”，这个

话题吸引众多中外网友“现身说法”。令外国网友羡慕的安全

感，来自于愈加稳健的发展，也来自于不断健全的基层治理。

眼里看得见问题，心里装着人民群众，打开思路、创新方式，新

时代的“枫桥经验”就会开出新的绚丽花朵。

如果到位于河东区十四经路上的二次方二手商品流通电

商产业园转一圈，你会发现这里真是个热闹的地方。园区门

口的塑胶广场上孩子们的欢笑声、园区内办公区的键盘声、直

播间里主播们的叫卖声……各种场景交汇在一起，让园区充

满了活力。

“从前这是个老厂房，堆的全是旧机器。”园区负责人陈

文龙谈起产业园建成前后的变化，仍旧感慨万分。从无人问

津到热闹场景，老厂房重焕生机靠的就是一个“用”字。由于

紧挨着社区，产业园还将运动馆、停车场对外开放，供附近居

民使用。既服务企业发展又满足居民生活，为多方所用，是二

次方越来越热闹的关键。

用起来才能活起来。无论是一间厂房还是一栋楼

宇、一块空地，只有抓住新需求，植入新功能，才能焕发出

旺盛的生命力。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让闲置资

源发挥出最大价值，必须因地制宜、因使用者制宜。由于

区位条件、周围环境、发展方向不同，资源的改造方式并

不一样，同类资源也有不同的“焕新”路径。但万变不离

其宗，闲置资源的唤醒与焕新，要服务人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提升城市功能和公共空间。比如，同样是盘活老厂

房，有的改成大型商场，是为了活跃商文旅产业；有的以

促进地区经济转型为目标，引入新兴产业或高附加值企

业，成为产业园区；还有的则改建为博物馆、文化创意街

区等，完善公共文化设施。

牢牢抓住需求，让闲置资源重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里发

光发热，它们不仅会被用起来，而且会因充分利用而活起来、

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