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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无锡市：创新打造公共阅读空间

南京市：精细实施城市更新

新沂市：持续深化老旧小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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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创新打造公共阅读空间

无锡市立足地域文化特质，赓续崇文重教的历史文脉，创

新打造覆盖全域的公共阅读空间“钟书房”，用满城书香浸润

城市文明。

一、注重传承文脉，锚定文化空间建设定位。“钟书房”

取自无锡籍文化名人“钱钟书”之名，既表达“钟情于书”

的美好寓意，也彰显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

的地域文化特质。无锡系统推进“1+100+N”建设工程，建

好 1 个市级“钟书房”示范点、全市建成 100 余个“钟书房”、

在 N 个公共场所打造“钟书阅读驿站”。其中，始建于 1912

年的无锡县图书馆老钟楼被打造为集文物保护、公共阅读、

文明实践于一体的市级示范点，成为全国文保单位活化利用

的典范。

二、注重创新模式，构建满城书香生态体系。钟书房以“阅

读+”为核心，通过“文化遗产+阅读空间”的创新模式，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从“建起来”到“活起来”的转变。突出空间布

局立体化，既有图书馆、社区书房、农家书屋等传统形式，也

有与茶咖、体验店相融合的现代形式。渤公岛钟书房将景区巧

妙转化为“可阅读的文化景观”，打造“乐读慢岛”；惠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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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葑溪书院”钟书房延续晚晴书院遗脉，创新打造集理论宣讲、

全民阅读、暑期托管等综合性文化空间。突出服务模式多元化，

在各具特色的钟书房开展分众化阅读，通过市场化运维反哺运

营，整合优质业态入驻，拓宽全民阅读活水源头。在“学习强

国”无锡平台开辟“书香无锡”专栏，形成“线上+线下”联动

的全域阅读生态。突出文化赋能长效化，常态化组织开展系列

主题活动，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公约数”。梁溪

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钟书房，围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主题，

先后组织开展“春风润心 护航健康”等 30 余场主题活动，成

为文明培育的特色阵地。

三、注重以文化人，涵养城市文明精神气质。钟书房覆盖

了城市乡村、社区小区、道路商场、景区景点、文化设施等多

个文明城市创建重点点位，显文气、接地气、有人气，不仅是

市民群众共享阅读的文化空间，更是赋能文明创建的阵地平台。

锡山区将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与钟书房建设有机结合，打

造家门口的“文明会客厅”，开展志愿服务、文化传承、科技

科普等主题活动，实现了文明培育与文化服务的有机结合；新

吴区依托墙门书宅钟书房等阵地，设立“文明同行”移风易俗

主题活动等特色项目，策划开展“文明养宠”萌趣生活主题讲

座等活动，让钟书房成为传播文明风尚的重要阵地，有效提升

了精神文明创建的知晓度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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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精细实施城市更新

一、尊重民意，因地制宜。将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机融入小

西湖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以群众切身获得感作为检验成效的标

尺，做到见物见人见生活。围绕“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

创新建立“五方平台”“社区共建中心”“社区规划师”等机制，

畅通沟通渠道，广泛收集意见。鼓励居民参与方案设计，根据院

落位置、内部空间、个性需求等，“一房一策”实践多种院落改

造模式。“共生院”保留院落内两户原住民，增设独立厨房、楼

阁等功能性建筑，商定“邻里公约”，促进邻里和谐，激发传统

院落生机与活力。“共享院”由原住民自主选择将早前的实体墙

做成镂空的花墙，使封闭的院落成为居民和游客开放共享的温馨

园地，把“独乐乐”变为名副其实的“众乐乐”

南京市“小尺度、渐进式”实施小西湖片区老旧城区微更

新改造，在保护自然生态、赓续历史文脉的基础上，持续焕发

城市的生命力，为城市文明建设与城市工作有机结合做出有益

探索。

。

二、非遗赋能，因势利导。引进秦淮灯彩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顾业亮大师工作室、南京绒花赵树宪大师工作室、国内首个植

物染专题博物馆——中国色植染博物馆，集中展示教授灯彩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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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绒花制作以及植染技艺的创新成果。举办“‘荷’你有约 非

遗绽放”“童眼看非遗”“小小科学家”等非遗进景区、进社区、

进校园文明实践活动，让非遗灯彩、绒花、植染文化从“养在深

闺人未识”到“飞入寻常百姓家”。强化馆校合作、对外招募等

方式，吸收南京工程学院、河海大学等高校大学生加入科普研学、

公益课堂等志愿服务，与毗邻的小西湖小学联合举办“小小非遗

传承人”主题活动，携手探索馆校融合崭新路径。

三、激发活力，因事施策。注重新业态与原住民生活的互

动交融，引进漾应综合空间、梦境托管所等一批精品民宿、文

创店等多元业态，构建全消费场景，串联小西湖故事。依托虫

文馆、秋天的元宝故事屋、24 小时书屋等，营造居民“家门口”

的文化阵地。南京堂屋连续数日请 800 名老街坊享用地道南京

菜，还原和贮藏舌尖上的老南京独家记忆。“翔鸾戏台”旧址

复原的社区戏台，变身为周边百姓开展戏曲演出、露天电影的

首选之地。传统节日期间的邻里家宴，新老居民、商户、设计

方等近百人齐聚一堂，共话美好生活新图景。

新沂市：持续深化老旧小区改造

新沂市坚持利民惠民创建导向，高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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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更新基础设施，同步增加公共服务，小区实现从“脏

乱差”到“净畅美”的蝶变。累计改造老旧小区 97个（含单体

宿舍楼），改造面积 143 万平米，1.3 万户居民生活条件得到显

著改善。

一、以人为本，基础设施全面提升。通过“线上+线下”问

需于民、组建共治委员会等举措，立足小区实际，结合群众反

馈按需定制改造方案，实现从“政府主导”到“居民主导”的

转变。针对小区基础设施薄弱项实施专项提升改造，累计改造

道路 13 万平米，屋面防水 25 万平米，疏通改造污水管网 3 万

米，新建雨水管网 3.5 万米，供水管网 2.5 万米，增设机动车停

车位约 1800 个，加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460个。坚持精心科学

合理施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针对拆违后

居住面积不满足家庭需求的群众，通过纳入公租房保障、发放

补贴等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二、资源整合，改造成果常态长效。创新“国有平台主导+

优质企业合作”模式，实现质量、成本、效益三重优化。统建

统营自行车充电设施，建成 240 处自行车棚，引入居民平价电，

破解飞线充电难题，让居民用得“实惠”住得“安心”。针对

改造项目面广、量大、点多、零散等特点，采取全过程咨询管

理办法，强监管、降费用。明确国有平台为承建主体，确保项

目成本受控、群众认可、质效兼顾。在材料选择上由政府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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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签订协议，按照市场价格下浮后优先进入改造市场。突破行

业惯例与防水施工企业签订 8 年售后质保合同，有效解决老旧

小区屋面防水“难治、难维护”问题。

三、温暖关爱，文明新风浸润民心。探索“三位一体”治

理模式，将小区改造与物业管理、社区服务深度融合，杜绝“改

后失管”现象。优化公共空间，建成 48处树阵式停车场、口袋

公园等“微海绵绿地”。新建社区养老用房 4 处，引入专业养

老机构，利用闲置屋面租赁给光伏企业实现养老服务中心“冬

暖夏凉”的运营保障。建成“长者食堂”5 处，为老人提供配餐

助餐服务。兼顾改造“效率”与“温度”，承袭传统记忆，打

造“春花、夏荫、秋叶、冬阳”惬意小景，升级打造 8 处单一

活动场地为多功能运动场地。利用改造后阵地新建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 5 个、基地 2 个，广泛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举办“和谐

社区 文明同享”邻里艺术节，组织《退彩礼》等柳琴戏巡演，

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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