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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瑶 实习记者 石萌 通讯员 冯
玉英 周舟 李冉）桥下的灰色空间变成了居民休闲

娱乐的“桥隅洞天”，植被杂乱的街角变成了花草

郁郁葱葱的“金角银边”……丰台区的变化在每一

个细微的角落处处显现。

9月12日，“遇见丰台·众汇京彩”—丰台区小

微城市公共空间整治成果创新发布活动举行，丰台

区14处小微城市公共空间功能更新和环境提升全

部竣工并投入使用。通过责任规划师专业规划设

计、属地社区和居民共建共治共享，重塑城市公共

空间，改善百姓“家门口”的生活环境，推动社会治

理格局创新。

丰台14处小微城市公共空间“焕新”

“改造完，在家门口就有玩儿的地方了，孩子

特别喜欢，每天吵着要来玩儿！”在马家堡街道嘉

园二里小区南广场，记者看到，曾经百余平方米的

闲置空地，摇身一变，成了绿树成荫的“乐活儿童公

园”，一片片的绿化让人仿佛置身天然氧吧，浅黄色

的儿童广场上，可爱的玩具矮马跟随小朋友的节奏

跳跃，空气中弥漫着欢声笑语。

嘉园二里“乐活儿童公园”是丰台区今年年初

启动的14处小微城市公共空间整治项目之一。截至

目前，14处小微公共空间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

改造成效覆盖周边近20个社区的10余万居民。

“这个项目是全区比稿第一名，自己的花园自

己来建，从设计到细节的处理，都由居民拿主意。”

马家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郑荣甫介绍，嘉园二里小

区公共空间狭小、设施陈旧，群众改造呼声极高。

作为马家堡街道小微城市公共空间改造的试点社

区，在居民、责任规划师和街道社区三方的齐心协

力下，将单一的观赏性绿化空间，向集休闲、娱乐、

运动于一体的多功能空间转变。

改造后的“乐活儿童公园”完成了“腾笼换鸟”

式的转变，而“人人成为规划师”的改造过程也产

生了“化学反应”。目前，由598名社区老党员组成的

“我嘉支部”继续启动“我家门前从我做起—轻

整治计划”，使低效闲置的“小微空间”通过民愿民

智民心参与社区建设而得到更新再生，让居民的归

属感和参与感更强了。

不仅仅在马家堡街道，14处小微城市公共空

间整治都各具特色。据了解，此次改造提升主要针

对“街头边角场地、社区闲置空间和桥下低效空

间”三类形态，分布在马家堡街道、南苑街道等6个

街道。

作为街头边角场地的代表，中关村丰台园中环

西路街头地块绿化凌乱、植被单一、空间封闭。升

级后的空间变身“城市·科技景观客厅”，在改造过

程中充分结合员工休闲健身、娱乐交友等需求，将

封闭的绿化环境与道路联通，打造开放空间，提供

宣讲平台、健身广场等多个功能分区，为周围工作

人员及居民提供休息锻炼场地，提高整体场地利

用率。同时，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为昆虫与鸟类提

供良好的栖息环境，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调节环

境中空气的湿度与温度，改善小气候环境。

在南苑街道，五爱屯小区则是利用社区内部

的闲置土地，打造“社区中的生态花园”。整体设计

以生活·自然·探索为理念，整个场地进行了动、静

分区，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通过翻新廊架等

设施，增设无障碍坡道，重塑了绿化景观等方式，

使场地使用体验得到质的提升。

居民参与式规划推动公共空间升级

小微城市公共空间是指面积较小、布局分散

的城市微空间，是城市中分布最为广泛，与居民日

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城市公共空间类型。随着

北京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更新为主的阶段和“疏整

促”专项行动的持续开展，丰台区一批分布散、面

积小、不规则、权属杂的小微城市公共空间亟须通

过更新改造实现再生和转型。

“2022年初，丰台区梳理居民家门口的低效

空间、闲置场所，全面启动小微城市公共空间更新

改造工作，争取到市级资金支持，充分体现了小投

资、大成效的建设初衷，切实改善了百姓身边的生

活环境，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格局创新。”据北京

市 规 划和自然 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副局 长赵菲

介绍。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此次

改 造 提升的14处小微城市公共空间紧扣百姓需

求，关注“12345”投诉率较高、居民改造意愿强的

生活居住区，通过搭建社区居民议事平台，采用线

上线下问卷调查、居民座谈等方式，充分征求产权

单位、社区居民的自主更新意愿和功能需求，探索

居民参与式规划路径。项目完成后，社区居民制定

使用维护公约，形成微空间维护志愿者小组，推动

形成社区共治的长效机制，共同推进百姓身边的

高质量城市公共空间建设。

在解决百姓需求的同时，改造过程中还有效

进行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宜居品质。据了解，此次

改造提升以小成本、高质量、精细化为标准，通过

实用设计、轻量化改造，补充完善了15分钟生活圈

范围内的休闲健身、儿童游乐等功能。同时，通过

还绿补绿，结合气候条件营造特色生活环境，改善

城市社区局部微气候、微生态，实现功能和环境双

提升。

责任规划师精准为城市更新“把脉”

如何更为精准 地做 好城市公共空间的改 造

和提升？为此，丰台区在城市更新中充分发挥“小

蜜丰”责任规划师的作用。据介绍，2020年1月，丰

台正式建立“小蜜丰”责任规划师体系，责任规划

师团队10 0%覆盖全区街 镇，把 规 划服务送到居

民家门口，成为衔接规划实施“最后一公里”的重

要桥梁。

在 责 任 规 划 师 制 度 上 ，丰 台 区 搭 建 了

“1+4+23+N”的创新工作组织架构，即由1名总责任

规划师及统筹团队领衔，4个责任规划师联盟互为

支撑，23个单元责任规划师协同发力，及N个社区

规划志愿者共建共治共同服务丰台区发展建设。

责任规划师以独立于政府和居民的第三方身份，

为基层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一系列城市精细化更新

改造的项目不断落地。诸多“微花园”“微广场”向

老旧小区里延伸，塑造出更多具有人情味儿的城市

公共空间。

那么，责任规划师如何在小微城市空间改造

中切实发挥作用？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详细规划所所长杨贺介绍，首先是要精准把握百

姓的需求，通过多次实地踏勘，准确把握待改造微

空间的特质和潜力，对场地现状及周边情况进行

详细摸底；其次是要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归属感，

充分了解群众需求，通过多层面、多渠道、多形式

来调动群众积极参与，让居民成为微空间改造的

参与者；最后是要实质性地改善空间环境，通过优

化功能分区、改善地面铺装、提升绿化环境、增设

活动设施和景观小品等，使空间焕然一新。

小微城市公共空间整治只是责任规划师参与

城市建设的一个缩影。在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的

三年时间里，“小蜜丰”团队积极参与丰台区多项

重点工作，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控规编制工作

中，全程参与，做好现状摸底、问题情况梳理和专

项研究，助力2023年丰台控规编制全覆盖。在产业

研究中，充分发挥了解区域规划的优势，统筹资源、

平衡诉求，探索形成一套存量用地更新工作路径，

全面协助推进国有企业用地统筹利用工作。在灾

后恢复工作中，深入河西地区等五个受暴雨灾害影

响严重的街镇开展调查，重点判断房屋、道路积水

点受灾情况，迅速形成灾后情况梳理和规划对策

研究的初步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高效、坚实的

基础保障。

未来，责任规划师在丰台区探索城市更新的

进程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实现从“有”向

“好”、从“粗”到“精”的转变，以“绣花功夫”推动

丰台高质量发展。                      

（下转03版）

“边角地”活了 惠及居民超10万
丰台 14处小微城市公共空间竣工亮相丰台 14处小微城市公共空间竣工亮相

主持人：您来自东高地

街道，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东

高地名称的由来吗？

孙 永 文：东 高地因地

势得名，上个世纪50年代，

新中国建设国防部五院一

分院时，在 南 苑以 东 地势

较高的地区划出一片国防

用地，由此称为“东高地”，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东

高地已经从单纯的地势概

念，成为我国的航天高地、

科技高地、人才高地。

主持人：您提到东高地

是航天高地、科技高地、人

才高地，能为我们详细介绍

一下吗？

孙 永 文：东高地 被 称

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发

祥地，以“中国导弹之父”

钱学森先生为代表的航天

事业开创者们就是在东高

地开启中国航天发展序幕

的，从 东高地诞 生出新中

国第一枚导弹，将“东方红

一 号”成 功送 上太空的火

箭 也出自东 高地，时至今

日，东 高地 走 出的 长征火

箭已经成为中国航天的代

名词，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在北斗组网、载人航天、月

球 探 测、火 星 探 测、深 空

探测、商业 航天等方面发

挥重 要作用。值得 一提的

是，几代 航 天 人 共同坚 持

的“自主可控”发展思想，

在当前的科技竞争大环境下更显重要，以东

高地“航天芯片”为代表的高精尖技术和产

品，以 及 东高地丰富的院士资源、“大国工

匠”等高层次人才，使我国的航天事业不惧怕

“卡脖子”。                   

（下转03版）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第二届冬季运动会短

道速滑比赛（青少年竞技组）开赛，首日比赛共产

生8项冠军。3年前比赛起跑时摔倒，又爬起来奋

勇直追获得第一名的马子惠也参加了本次二冬

会，最终收获丁组女子7圈冠军。

二冬会是北京冬奥会后本市级别最高、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冬季项目运动会。比赛为期3天，共

有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通州等13个区的

183名选手参赛。比赛设男子甲、乙、丙、丁组和女

子甲、乙、丙、丁组共8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涵盖

4圈、7圈、500米、1000米、1500米、男女混合2000

米接力、3000米接力等。

首日比赛共产生了8个组别的冠军，来自丰

台区的马子惠以1分14秒621的成绩获得丁组女子

7圈冠军。这是马子惠拿到的最高级别赛事冠军，

也是丰台区在本届二冬会上的首枚金牌。

2020-2021年度市青少年短道速滑联赛500

米1/4决赛中，8岁的马子惠起跑时摔倒，之后爬起

来一路追赶，并最终反超所有对手拿到第一名，其

永不放弃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谈及那场比赛，马

子惠说起跑时有一些大意摔倒了，“其实我爬起来

再去追的时候，想着不管怎么着完成比赛就好，没

想过拿小组第一”。这几年来，马子惠的成绩稳中

有升，她表示每场比赛都有秒数上的提升。

那个曾经摔倒又爬起来
获得头名的丰台小姑娘获得头名的丰台小姑娘夺冠了夺冠了

参赛选手在赛道上奋力追逐。 参赛选手在赛道上奋力追逐。 

“倍增追赶、合作发展”·一把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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