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谢麒 美编：于妍 校对：赵宇航0204 综 合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重要举措。这个毕业季，有这

样一批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

他们立足北京特质，将这座超大城市

的发展转化为毕业设计的驱动力，把

从课堂和书本里习得的理论与扎实的

一线调研紧密结合，在政府和高校的

助力下，同学们的灵感、创意在多个场

景落地生根，以微观改造完善着城市

功能，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这一宏大

命题写下了鲜活的青年应答。

今年 3月，一场主题为“更新·更

新——‘再定义’空间设计”的联合毕

业设计开题汇报会在北宫镇李家峪村

举行，汇报会汇集了全国建筑领域八

所顶尖高校的师生。其中，“山峪新

生”命题聚焦李家峪村的更新改造，鼓

励青年学子通过毕业设计，助力其转

型为集休闲、农业、文化于一体的新型

综合体和“城市微度假”品牌IP。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环境设计专业2021级本科生杨钰彬

在年初的实地调研中就敏锐地发现，

李家峪村具备发展文旅产业的建筑风

貌与空间肌理，他的毕业设计围绕这

些现有资源展开。

杨钰彬：村民需要政务服务、一些

活动空间还有交流平台，游客可能需

要一些多样的功能和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就提供这些作为一个引导；同时

又引入了两个理念，“城市微度假”和

“宠物友好”，策划出一小部分人群，打

造足以吸引他们的卖点，将这里作为

一个展示窗口。

李家峪村仿佛一块巨大的画板，

同学们可以用他们的“笔尖”肆意驰

骋。杨钰彬“画”出了一份开放而错落

有致的空间架构，原村委会变身文化

休闲体验空间，村委会对面的“麦秀农

庄”打造成高端民宿，文化休闲、农业

体验等不同功能板块有机融合，营造

出移步换景又和谐统一的游玩体验。

这其中，李家峪村选调生陈雨童对村

委会楼体的更新方案印象最为深刻。

陈雨童：办公空间用房改造成社

区活动用房或者是对外社交空间来讲

其实有点局限，所以他也花了很多小

巧思，比如茶室、咖啡厅，都是沿着一

边来设计，大面积做了开放的玻璃窗，

能够让景观通过玻璃窗融入进来，让

人们感觉离这样一个绿色空间又近了

一步，还做了一些沿街的售卖、设置互

动的场景……这些场景属于周末“微

度假”的领域，学生的设计既符合年轻

人的预期，也符合我们对“如何吸引

人、如何让人留住”的考虑。

李家峪村处在北京市中心城区中

相对外延的区域，又有中心城区所不

具备的“山水林田湖草”等大面积的生

态尺度，在整村异地回迁、拆违腾退后

将释放出大量可用于生态修复和绿色

发展的空间。作为对接高校师生调研

的村干部，陈雨童和同学们交流时常

提起这样的诉求：在从输血到造血的

转变中，争取把既有产业用地发挥出

最大功效。

陈雨童：异地回迁后，如何让李家

峪村的村民继续有归属感、认同感？

与北京其他社区有很大不同的是，村

里要让村民有福利待遇的增加，如何

用我们现有的产业或者将来的产业带

动周围的发展，来吸引更多的企业进

驻、更多的公司投资？所以在李家峪

村进行城市更新，更多还要考虑营收

的问题，另一个就是有了人流之后，能

否把本村大学生吸引回来？我们希望

在城市更新当中通过建筑的小的调

整，带动整体的人、整体的产业来进行

全方位的正向循环。

从初来村里调研，到不断调整和

完善设计思路，同学们向陈雨童提出

的问题越来越颠覆她的认知，这其中

甚至包括“村民目前的收入结构是什

么样的”，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村民和

设计之间的情感连接。陈雨童学的也

是建筑，如今身处城市更新一线，再看

到这些青年学子在“真题真做”的实践

中打磨作品时，心里满是羡慕。

陈雨童：学生们的出发点看起来

是天马行空的，但实际上这些可能正

好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启发。他们只

是用了一些室内的设计，再加上外面

的一些微调整来进行微更新，这些其

实是符合我们村目前的实际的，一个

是涉及经费，另一个涉及政策的支持。

学生设计一个很大的通病，就是为了

好看而去做一些调整，但是我们今天

给他设定了某个框架，也就是这份设

计一定要落地，所以他们在前期调研

当中，包括在开题和中期汇报中，都介

绍了很多关于北京市还有丰台区政策

方面的一些条例，这也是老师和学生

共同努力转变的一个方向，而在我的

学生时期是不太考虑这些政策落地方

面要求的。

在北宫镇党群工作办公室干部张

靖萱的理解里，陈雨童的感受更多源

自属地政府思路上的转变。她坦言，

区里率先意识到，当下发展的紧迫程

度需要依靠合作打开局面，而校地合

作正是一条可行路径。北宫镇的校地

合作源于去年开启的乡村振兴领域的

文创设计，在尝到共赢的果实之后，城

市更新这一新的合作主题在今年迅速

提上日程。

张靖萱：文创的意向巩固了之后，

我们和北京建筑大学有了更稳固的联

系。现在的城市更新，一方面需要结

合老百姓的一些期待，同时也要符合

发展的节奏，从我们自身的力量来讲，

我们是不够专业的。高校也希望能发

挥一些学术指导政府城市更新的社会

价值，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进行了一次

长谈，校地合作从那之后一下子进入

了快车道。

从3月1日开题答辩，到5月30日

终期答辩，历经3个月的打磨，高校学

子纷纷交出精彩的毕设答卷，杨钰彬

和其他同学们精心设计的山地车公园

与山地车主题游客接待中心、麦秀农

庄IP及文创、城边村轻氧骑行环道、枣

文化研学展馆等设计方案跃然纸上，

他们的青春创想与深刻思考在李家峪

的林田间扎根生长。目前，北宫镇正

结合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从落地可

行性的角度对相关方案进行优化，同

时积极对接区级相关部门，争取更多

政策支持与专业指导。

在“真题真做”的项目中重塑对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的认识，杨钰彬意

识到，城市更新不是某一方单独推动，

而是一种政府引导、多领域专业力量

共同参与的可持续模式。

杨钰彬：我们认为这种城乡边缘

地区实际上是在不断进行更新，它不

是更新之后就永远这样，当它适应到

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再继续找准自己

的定位或者是新的着力点。城市毕竟

就像一个很大的机器，由很多不同的

部分组成，可能某些地方换成新的，如

果以齿轮为概念，它会让整个城市运

转得更加高效、更加顺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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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副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

6+”联合毕业设计实验组责任人杨琳

表示，“真题真做”让同学们加速成长

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参与城市更

新的具体实践远比在象牙塔里闭门造

车接地气。

杨琳：城市更新的概念应该是激

发全社会的内在发展力。我们虽然

只做了一个镇、一个村的更新，甚至

就把一个居委会改成服务中心，其实

它更像中医的针灸，肯定会对整个城

市更新的体系脉络有所触动。如果

实践成功，还会影响其他村镇、包括

老城街巷的更新。

经历了这次校地合作，张靖萱也

看到了城市更新背后更深层的意义

——城市更新，主要是人的“新”，城市

的活力主要体现在人的活力，也就是

年轻人的活力。

张靖萱：我们为什么用青年人的创

意，而不是设计院的创意？因为我们希

望能更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我

们也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得到更多年

轻人的注意，这才是我们发展的持续动

力。学生们的设计方案不是最宝贵的，

最宝贵的是这些学生能来到北宫镇、了

解北宫镇，并且愿意为这做点什么。

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表

示，在推动城市治理的进程当中，全区

以“青年友好生态城区”建设为抓手，

为青年学子搭建成长成才的平台，汇

智汇才，使青年人才成为推动区域发

展的先锋力量。

杜鑫：为更好地提升城市治理效

能，丰台区持续擦亮“丰台·学子回家”

行动品牌，将“学子回家”与基层治理

结合起来，组织在京高校青年学子深

度参与“三生有幸”“请来小先生，会诊

大丰台”“丰彩城市艺术季”等系列活

动，引导学子将专业所长与丰台基层

治理、城市更新等实际需求相结合，让

前沿创意转化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具体

成效。这种校地协同模式，既为学子

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为丰台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青春动能，真正实现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青年智慧与

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双向成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央媒 丰台看 毕业设计融入城乡结合部“微更新”

玉泉营街道，杨艳，1974 年出生，

草桥欣园社区退役军人，党员。

杨艳，曾是一名光荣的军人。即便

脱下军装，她依旧秉持着军人的优良品

质，全身心投入社区志愿服务。

2018 年，她经营起南国水乡餐

厅，也正是从那时起，她与社区老人

的深厚情谊就此拉开帷幕。

每至除夕，当千家万户沉浸在团

圆的喜悦中，杨艳却选择放弃与家人

相聚的温馨时刻。她在餐厅里忙碌

穿梭，为社区的孤寡、独居老人精心

筹备丰盛的年夜饭。热气腾腾的饺

子，个个饱满圆润，仿佛包裹着她对

老人满满的祝福；诱人的饭菜，色香

味俱全，每一道菜品都饱含着她的用

心。杨艳说：“看着社区里的老人们

吃着热乎饺子笑得像个孩子，我就觉

得这比什么年夜饭都香。”

这些美味佳肴，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温暖老人们心田的暖阳，让老人

们由衷感慨：“杨艳不是亲闺女，却胜

似亲闺女啊！”

重阳节，这个象征着尊老敬老

的节日，杨艳也从未缺席对老人的

关 怀 。 她 总 会 热 情 邀 请 社 区 的 孤

寡、独居老人前往南国水乡花园餐

厅。餐厅内，她精心准备了可口的

饭菜，一道道美食摆满了餐桌。她

坐在老人们身旁，耐心倾听他们的

过往故事 ，与他们谈天说地 ，欢声

笑语回荡在整个餐厅。老人们脸上

洋 溢 的 幸 福 笑 容 ，如 同 盛 开 的 花

朵，这便是对杨艳最好的回馈。

在日常生活中，杨艳同样展现出无

微不至的关怀。在草桥欣园社区“牵手

桑榆”助老志愿服务活动中，尽管经营

餐厅让她每日忙得不可开交，但她依然

坚定地与另一名党员志愿者结成对子，

帮扶社区的空巢老人。她定期上门探

望，仔细询问老人的生活状况，了解他

们的生活需求。当得知老人遇到生活

难题时，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积极协

调解决，切实帮助老人解决困难。她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员志愿者助老帮扶

的庄严承诺，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与关怀。

杨艳的善举如同一束明亮的光，

照亮了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也赢得了

社会的广泛认可。2020 年，她荣获

“首都最美志愿者”称号；2021 年，她

又被评为丰台区“孝顺之星”，并多次

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她的感

人故事，被中国社会报、北京电视台

等媒体竞相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反响。杨艳的事迹，是无数尊老爱

老故事中的一个缩影，她用行动生动

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用爱心

传递着强大的社会正能量。让我们

以杨艳为榜样，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

起，关心关爱身边的老人，让尊老爱

老的传统美德在传承中，绽放出更加

绚烂的光彩。

看着社区里的老人们吃着热乎饺子笑得像个孩
子，我就觉得这比什么年夜饭都香。

好人 说

杨艳：不缺席的“孝心年夜饭”温暖社区孤老心

好人故事

丰台好人

本 报 讯（记 者 杜 倩 通 讯 员 
常文萱 尤祺）“没想到社区这么快

就帮我解决了大难题，像家人一样

贴心！”近日，家住花乡街道康润东

里社区5号楼的伍凤英摸着刚剪的

新发型，眼眶微微湿润。她因罹患

渐冻症导致身体机能严重退化长

期卧床，而这场由社区网格治理触

发的暖心行动，让她再次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

今年 6 月，康润东里社区网格

员彭山草、高琳在例行入户走访

时，从伍凤英的保姆处得知了一个

信息——因行动不便，伍凤英长期

依赖保姆联系理发师上门服务，但

最近两个月始终未能找到合适人

选，理发成了她生活中最大的难题。

“群众的事无小事，尤其是特殊

群体的需求必须第一时间响应。”网

格员立即将情况上报给社区书记。

接到汇报后，社区书记迅速启动社

区资源联动机制，第一时间联系辖

区内合作理发店，协调专业理发师

上门服务。从问题上报到解决方案

落地，用了不到24小时。

不久之后，社区书记带领网格员

与理发师准时敲响伍凤英的家门。

理发师用娴熟的手艺为伍凤英修剪

出利落发型。网格员们全程陪伴伍

凤英聊天解闷，并进行碎发清扫。

卧床老人理发难
网格员暖心“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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