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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赏

清华回应甘肃高分残疾考生：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

摘自：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7-06/28/c_129642764.htm

近日，《一位甘肃高分考生的请求》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文章是甘肃省定西

市一位残疾考生魏祥在以 648 分的高分考入清华后写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信中

他感恩母亲不辞辛劳的照顾他，12 年如一日的背他上学，穿梭在上学的路上。

最后他请求清华大学在接纳他的同时也能接纳他的母亲，为他们提供一间陋室，

以便于母亲能够继续照顾他。

清华大学招生办在了解情况后在清小华微信公共账号发表了一篇《致甘肃考

生魏祥：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来回应，文中明确表示了清华大学已为母

子准备好宿舍，在清华就读期间魏祥母子住宿费全免，欢迎魏祥前往清华大学就

读。并鼓励：“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悲苦，但万幸的是，你在经历疾病和丧

亲之痛后，依然选择了坚强和努力，活成了让我们都尊敬和崇拜的样子。”

以下为回信原文：

亲爱的魏祥同学：

见字如面。

首先恭喜你即将来到清华大学，继续你的学习和生活。我们看到了你写给清

华大学的文章《一位甘肃高分考生的请求》，相信你早已具备了清华人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品质，我们代表清华园欢迎来自甘肃定西的你！

《繁星·春水》中有这样一首小诗：“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

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想来这句话应该符合你的童年记忆吧。在梦一般的年华

里，却要承受含泪的记忆，这泪水不包含欢喜，不代表留恋。不幸的人生，各有

各的悲苦。但万幸的是，你在经历疾病和丧亲之痛后，依然选择了坚强和努力，

活成了让我们都尊敬和崇拜的样子。

你说“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我和妈妈相依为命，身心深受煎熬，我的身体

几经折磨，痛不欲生，妈妈的精神濒临崩溃，孤零零的她没了爸爸的陪伴和支撑，

可怜无比。”只言片语，我们知晓你母亲道阻且长的育子之路，更深切地感受到

了你作为儿子对母亲深沉的爱和歉疚。但正如你所说，今日以高分佳绩考入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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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给了妈妈一份殷殷的报恩之礼！

邱勇校长在 2015 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曾说：“我是 1983 年进入清华的。我知

道，无论那时还是现在，能够来到清华上学都是不容易的，你们在成长过程中一

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同样，对于你来说，来路或许不易，命运或

许不公，人生或许悲苦，但是请你足够相信，相信清华，相信这个园子里的每

一位师生，因为我们都在为一种莫名的东西付出，我想这应该就是情怀。党委

书记陈旭老师也曾寄语自强计划的学生：“自强就要做到自主，大学能收获什么

取决于自己怎么去努力。”所以也请你相信自己，可以在清华园里找到热爱，追

求卓越。

读到你的来信后，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震老师在该微信文章下留言道

“魏祥同学已经报考我校。我校老师已经与他取得联系，为他提供一切尽可能的

资助！清华不会让任何一位优秀学生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确实，清华大学多

有与你有同样经历的学子，在家庭经济与身体因素的双重压力下，依然奋发图强。

他们或携笔从戎，守护家国平安；或回馈基层，在公益组织中施展才能；或致知

穷理，一举夺得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的殊荣......

现在，你的情况受到了清华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昨天深夜（26

日），邱勇校长专门打来电话，关心你的录取情况和入校后的生活安排情况；陈

旭老师也请学生部门第一时间对接，妥善安排解决你的后顾之忧。清华大学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的老师也极力配合，在你被确认录取后会立刻开始资助。清华大学

多位校友也在看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主动提出资助和协助你治疗的意愿，后续学

校相关部门都会跟进落实。请你相信，校内外有足够多的支持，清华不会错过任

何一位优秀学子！

冰心赠葛洛的一首诗中说“爱在左，情在右，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

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得穿花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

觉痛苦，有泪可挥，不觉悲凉。”在清华园里的所有学子，无论是生活困顿，抑

或身体抱恙，都会有“爱” 与“情” 相伴。相信未来的你，也会和活跃在各领

域的清华学子们一样，穿花拂叶，除却一身困顿，成就自己的不同凡响。

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魏祥同学和我校本科招生工作的关注和关心。在此，我

们想对在求学路上荆棘丛生的学子们说：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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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前沿

一、“保姆纵火案”遇难者家属筹建“潼臻一生”公益基金会

2017 年 7 月 12 日 摘自：微信公众号 和菜头

https://mp.weixin.qq.com/s/5kEJ3HxKuse32iTxc1PBxQ

在杭州蓝色钱江 6.22 火灾案发生之后，遇难者家属林生斌先生于 7 月 12

日发布声明：宣布成立“潼臻一生”公益基金，将致力于提升中国高层住宅防火

减灾水平，倡导房产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和社会各界充分重视消防安全，促进

家政服务业完善保姆的甄选管理机制。从世俗的角度上来说，林先生用这种方式

让自己从悲伤和愤怒的深渊中走出来，超越了仇恨，超越了罪行，超越了可能的

疏失大意，甚至超越了悲剧本身，是一种最伟大的自我救赎。当命运在他身上加

诸如此横暴的祸端，把他从人生的幸福小舟上掀翻，打落到永不熄灭的火狱之中，

但他却依然选择用自己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的身体，轻轻拥抱这个世界。

时不时的，总有人会照亮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那么美好，有许多失望。

但因为有了这些光亮，会让人觉得因此有了希望，觉得多了些美好，对人性又

生出了信心。林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点燃灯火，驱散了自己心中的黑暗，又

把这样的光明送给了所有的我们。

二、南京收编“僵尸自行车”打造绿色社区

2017 年 6 月 28 日 摘自：凤凰资讯

http://news.ifeng.com/a/20170628/51338223_0.shtml

在很多小区内，都有“僵尸自行车”，不仅占据公共空间，还给小区的环境

和管理带来诸多问题。6 月 28 日，南京洪武路街道各社区设立废旧自行车登记

服务点，由废旧自行车回收第三方进行评估，并根据车况兑换给居民 50 元、100

元、150 元不等的共享单车免费骑行券。

三、00 后励志小创客：“奶奶的便当”温暖打工族

2017 年 6 月 12 日 摘自：重庆商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6-12/doc-ifyfzhpq6625764.shtml

6 月 11 日上午，在重庆观音桥商圈，一些在周末加班的市民收到了一盒由

小孩子们送出的便当，这些便当全部都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提前为他们烹饪好的

家常菜。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奶奶的便当”这个项目的发起者是身患恶性肿瘤

的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高二学生杨扬。她承受着化疗、病痛和恐惧，却依然保持

乐观，并在病床上设计出了创新创业方案“奶奶的便当”，该项目的主题是打造

一个让中老年人展示厨艺，分享厨艺获得大众认可，并帮助忙于工作的上班族吃

上有家里味道饭菜的平台。日前，杨扬凭借这个项目在第二届全球青少年创新创

业大赛中国赛区决赛中获得第一名，并将赴美参加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总决赛，希

http://mp.weixin.qq.com/s/swbwEj1HxLd0GpG8q8tnWA
https://mp.weixin.qq.com/s/5kEJ3HxKuse32iTxc1PBxQ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6-12/doc-ifyfzhpq66257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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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她在决赛中取得好成绩。

四、公民献血要给献血假

2017 年 6 月 8 日 摘自：新华网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6-12/doc-ifyfzhpq6625764.shtml
http://baike.sogou.com/v52619060.htm?fromTitle=%E7%8C%AE%E8%A1%80%E5%81%87

据记者从云南省卫生计生委获悉：云南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

工作的意见》，规定对参加献血的公民，所在单位要予以支持，献血后应给予适

当误餐、交通补贴和 1—2 天献血假。献血假，是给予献血者的假期，体现对献

血者的一种关爱。早在 2012 年，江苏省、海南省等就拟 立法设立献血假，公民

献血登记后给予 2 天公休假日。希望用地方立法的方式让献爱心的人得到“福

利”，有了“献血假”，市民就有时间献血，也可以调整身心，从一定程度上可

以缓解用血紧张的状况。

律政动态

朱征夫：看守所不能隶属于侦查机关

——聚焦《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

2017 年 6 月 29 日 摘自：东方昆仑律所官网（节选） 作者：朱征夫

http://www.kunlunlaw.com/flps/info_43.aspx?itemid=3535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

稿》）已在公开征求意见。该《意见稿》与 1990 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看守所条例》相比已有很多的进步，但其“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全国看守所

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看守所工作”的规定，与

学界和实务界多年来的呼吁，以及侦押分离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我国多年来对看守所的管理采用“侦押合一”的体制，即看守所主要由行

使侦查职能的公安部门主管，这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暴露出了诸多弊端，包括：

1.极易造成刑讯逼供；

2.极易造成超期羁押；

3.极易违背判决前羁押的目的；

4.极易侵犯律师的执业权利；

5.极易使相关改革措施形同虚设。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6-12/doc-ifyfzhpq6625764.shtml
http://www.kunlunlaw.com/flps/info_43.aspx?itemid=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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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看守所的隶属关系是需要有大气魄，下大决心的。当年把监狱从公安部

门划归司法部门管理，阻力很大，但 30 多年的实践证明其意义更大。其意义之

一就在于它使张氏叔侄们能把申冤和控诉刑讯逼供的信件从监狱里面寄出来。今

天我们又面临同样的选择。无论如何，这个决心是应该下，也必须下的，因为它

是建设法治、维护人权的千秋功业。

国内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
2017 年 7 月 18 日 摘自：人民法院报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7-07/18/content_127859.htm?div=-1

自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以来，检察机关提起的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近日宣判。

2016 年 3 月至 4 月，安徽省五河县两名农民违反国家规定，随意倾倒印刷

电路板废渣，严重污染环境。五河县检察院于 2017 年 3 月对被告人董守伟、董

守亚向五河县法院提起刑事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五河县法院对两

被告人进行刑事和民事双重处罚。五河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行为构成污

染环境罪，同时判决两被告人赔偿五河县环保局因此遭受的损失 47.9 万余元。

同性恋被精神病案胜诉，背后是超越法律的博弈
2017 年 7 月 3日 摘自：NGO 公益服务网

http://www.ngocn.net/news/2017-07-03-c9202c91bd0ecbd7.html

近日，《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将同性恋列为“禁播”内容，在网上

引起争议。在精神病学上，同性恋早已“去病化”，但性取向扭转治疗、同性恋

被视为精神病而强制治疗的情况依然在发生。

2015 年，同性恋者余虎（化名）被妻子发现其同性恋身份后，两人原本协

议离婚，但却被妻子及其家人绑住，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院治疗，余虎回忆在治

疗期间曾被殴打、强制喂药、辱骂，被强制治疗 19 天后，他才在友人和公益人

的帮助下离开精神病院。离开精神病院半年后，余虎起诉该精神病院，该案在

2016 年 6 月 13 日立案，2017 年 5 月 12 日开庭审理，近日法院作出判决：裁定

驻马店市精神病院强制医疗的行为违法，判令医院在市级刊物公开道歉，并赔偿

原告余虎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 元。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7-07/18/content_127859.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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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

刘正琛，从白血病患者到慈善使者
摘自：阅读时间网-人物周刊栏目

http://www.timetimetime.net/renwu/72832.html

“如果十年前就有人站出来的话，也许今天的患者就会有更大的希望。今

天的我，也许就是为了十年后那样一份希望而生。”

一、人物简介

刘正琛，男，1978 年生，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白血病

患者，2002 年 1 月创办北京大学阳光

志愿者协会，建起中国第一个民间骨

髓库，倡导完成了“阳光 100”、“阳

光 1000”骨髓捐赠活动，启动了“阳

光 10000”，发动全社会为白血病患

者提供骨髓配型。

二、人物故事

十年来，不管走到哪儿，刘正琛的兜里都会揣着 4粒药丸——这是治疗慢性

粒细胞白血病的特效药，正是因为免费获赠了这种“救命药”，他活了下来。从

这个角度说，1978 年出生的他是个幸运儿!

因为感恩这份幸运，刘正琛选择了一条慈善之路，将这份幸运传递下去。然

而，这条路并不好走，从建起国内第一个民间骨髓库，到 2009 年正式成立北京

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刘正琛经历了大起大落。可是，令他欣慰的是，十年间，他

为千余名白血病患者送去了温暖。

从“阳光 100”到“阳光 10000”

1995 年，刘正琛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学院，继而又考入光华管理学院硕博连

读。刘正琛学习认真，如果不出意外，等待他的将是商界精英或学界翘楚的璀璨

人生。然而一切都在 2001 年 12 月 4 日这一天改变了。那天的上午，刘正琛因为

眼睛里长了个小斑点而去北医三院眼科就诊。然而，得来的结果却是—慢性粒细

胞性白血病。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他的生命将不会超过 5年。

治疗白血病最佳方案是造血干细胞移植，但要做这个手术就必须找到和病人

HLA(人体白细胞抗原)完全匹配的骨髓捐献者。当时在中国大陆寻找匹配的骨髓

犹如大海捞针一样艰难。

http://www.timetimetime.net/renwu/72832.html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654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654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717885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58221&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5631371&ss_c=ssc.citiao.link


9

“感觉一下子被抛出了生活的轨道。”刘正琛说。

“脱轨”飞行没有要停止的意思。一个多月后，他和弟弟配型失败，“四分

之一”的可能失去了。刘正琛的父亲又抱着那万分之一的希望前往中华骨髓库。

然而，希望再次落空。当时，据中国红十字会统计，国内血液病患者约 400 万，

需要骨髓移植的有几十万人，而那时骨髓库里只有区区 2万份骨髓捐献志愿者的

检测数据，只有一位非亲属移植者获得过成功。

此时的刘正琛正坐在病房里思考，怎样让“脱轨”的生活再回到轨道。

“我也应该做点什么。”当天晚上，刘正琛对父母说出了“想建个骨髓库”

的想法。“我没那么高尚，首先是为了救自己，同时还可以帮帮别人。”刘正琛

丝毫不隐晦地说出了当时的真实想法。

刘正琛的妈妈还记得，那年冬天北京特别冷，但儿子对母亲说，他要建一座

“阳光骨髓库”时，脸上却洋溢着一种特别的光彩。刘正琛当时的目标是招募

100 个志愿者加入骨髓库。启动资金需要 5万元，他的父亲掏了这笔钱。

2002 年初，病床上的刘正琛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解释了什么是骨髓移植，

为什么要建骨髓库。父母帮助刘正琛将这封信打印了 150 份，发给了所有他认识

的同学。2002 年 3 月 11 日，刘正琛度过了最难忘的一个生日。108 人参加了骨

髓检测，“阳光 100”计划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下一个目标，“阳光 1000”!这时，北大团委帮助刘正琛注册成立了“阳光

志愿者协会”。2002 年 12 月，阳光志愿者协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了首次

义演。从“阳光 100”到“阳光 1000”的路长达两年，直到 2004 年冬，刘正琛

才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合作，完成了“阳光 1000”的目标。

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刘正琛遇到了事业上的得力助手——杨仿仿，他的加盟

让阳光骨髓库的不断扩容有了更有力的保障。杨仿仿放弃了海外的百万年薪，成

为阳光志愿者协会的执行者。他帮助刘正琛创造了一个奇迹：短短一个月内，阳

光志愿者协会走进北京 16 所高校，成功举办“万名大学生签名支持阳光计划”

活动。

半年后，阳光骨髓库实现了“阳光 10000”的目标!2005 年的 2月和 7月，

骨髓库先后完成了两例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我那时不敢做什么年度计划，因为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活着。”刘正琛说。

在事业发展和疾病进展的角力中，刘正琛迎来了 2006 年的年末。那年的 12

月 5 日，在晨曦中醒来的他突然意识到：前一天，是医生宣判他“5年生命”的

终点；而这一刻，他在一切指标良好中醒来—“新的生命开始了”！更神奇的是，

这一天恰逢国际志愿者日。刘正琛觉得，这一切似乎冥冥中自有天意。

事业道路难免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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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上有腾飞的辉煌，也必然有挫折的低谷。十年间，刘正琛的事业就经历

过两次低谷。

2002 年底，刘正琛带领学生社团第一次义演后，有人在 BBS 上发帖说，工

作人员很不专业，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对于社团未来的发展方向，内部也出现了

分歧。刘正琛认为，必须走专业化道路，聘用全职人员，这样能避免学生志愿者

的局限。但其他同学坚决反对，有的人甚至认为刘正琛不适合做领导。

2003 年“非典”过后，刘正琛重回北大时发现，社团骨干都走光了，他几

乎成了“光杆司令”。就在重建社团的过程中，刘正琛又在一个月内接连失去了

从小最疼爱他的姥姥和姥爷。一连串的挫折让刘正琛产生了动摇，“我还能坚持

下去吗?”

“我必须坚持!那么多病友还在病房里等待着救命的骨髓!如果十年前就有

人站出来的话，也许今天的患者就会有更大的希望。今天的我，也许就是为了

十年后那样一份希望而生。”凭借着这样的信念，刘正琛咬牙坚持了下来。

正是这段时间的沉淀和思考，让刘正琛磨平了性格中的棱角，趋于成熟。

而 2006 年无疑是最艰难的时刻。骨髓库的 CEO 离开了机构，还带走了几位

团队的核心成员，如果刘正琛不全职投入，那么无一名专职人员的骨髓库就将面

临关门的窘境。

“我不甘心。”刘正琛说，患病后倒塌的“人生地基”，因为骨髓库而再次

搭建起来，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已帮助过不少人的公益事业再次倒塌。

再组团队、被人质疑、带团队经验不足、被人指责优柔寡断……

靠着特效药物的维持，刘正琛自己的生活也渐渐回归正常。虽然他依然没有

进行骨髓移植，依然需要每天随身带着 4颗特效药，但他收获了爱情，新婚的妻

子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他们在帮助别人的公益活动中相识、相知、相爱。

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2009 年，刘正琛终于迎来了事业上的腾飞。当年 4月 21 日，经过多方筹资，

刘正琛迈过了成立原始基金会 200 万的门槛，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宣告诞生。

随着基金会的诞生，刘正琛分三步对阳光骨髓库进行“升级”：首先，申

请加入世界骨髓库，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加入世界骨髓库的机构；其次，阳光

骨髓库在 2010 年加入世界骨髓捐献者协会。这样一来，就可以与全球所有骨髓

库共享 2000 万份配型数据。再次，2016 年 6 月，阳光骨髓库在北京、上海、苏

州等地收集了 150 余份外籍人士血样，并在欧洲建立了分库。

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成立后，刘正琛建立了一个近 20 人的全职团队。他们中

一半人拥有硕士学历，还有从海外归国的社会学、医学方面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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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1 年开始，刘正琛调整了工作重点，开始加大对白血病患者及家属的

经济资助和心理疏导。这是因为白血病种类众多，只有两成患者真正需要做骨髓

移植。

2011 年，刘正琛倡导发起了一系列针对白血病的专项救助基金，包括“神

华爱心行动”“球爱的天空”等。这些项目共为 286 名白血病患者及血液病患者

提供了 583 万余元的现金资助。

2012 年 7 月，刘正琛开始实施“0至 18 岁青少年白血病救助行动”。这个

项目一期计划募集资金 2000 万元，用于为零至 18 岁的血液病患者提供医疗费用

资助，将为 1283 名患者资助 3万至 5万元不等的医疗费用。

2016 年 10 月，一位走投无路的母亲来到“新阳光”办公室请求资助，这个

单亲、低保的家庭已在医院欠款 4000 多元，她患白血病的孩子已被停药。然而

那孩子已年满 19 岁，不在新阳光基金会各类项目的支持范围中。焦急而绝望的

母亲“扑通”给工作人员跪下了。

怎么办，给还是不给？如果给了钱，就破坏了“规则”，这笔钱用完了，这

母亲再来要怎么办？又或者她把消息告诉别的病患，大家都来要钱，又怎么办？

可如果不给钱，又怎能眼睁睁看着她失望地离去呢？

最后，虽然不少同事和理事会成员反对，但刘正琛力主“以借款形式，给一

笔几千元的小额支持”。

“我体验过人在绝望的时候放弃尊严的滋味。”他记得，当时在申请免费赠

药的过程中，自己是怎样被民政局、街道、居委会推来推去，又是怎样差点为了

盖一个章就给工作人员跪下的情景。“她要的不光是钱，而是希望。”刘正琛怕

那位绝望的母亲，会因为申请不到资助，“出门就撞向汽车，跨脚就跳下楼去”。

送走那位母亲后，刘正琛又开始思考，是否应该恢复早期所做的小额资助？

不光因为对白血病后期的治疗而言，“几千元足够做一个疗程的化疗”，更因

为“我们面对的是生命，不能变成一个官僚的机构”。

创新不只是科技领域的专有名词，在刘正琛的字典里，创新也意味着更好、

更高效、更公平。

2016 年年末，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发起了三大创新项目：一是小组心理疏导，

二是 “病房学校”，三是 “医生助手”。

前两个项目长期向社会招募心理学、幼教、美术、音乐等专业的志愿者;第

三个项目则组织具有医学知识和社工技巧的学生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参与

到北京大医院的血液科，提高医生接诊的效率。

刘正琛的笔记本电脑里始终珍藏着一幅儿童画。在这幅画里，戴着口罩的光

头小朋友背起了书包去学校，画的最上端还写着“我想上学”。这幅画是安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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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左延亲手画的。像左延这样的白血病患儿，在京化疗周期长，

无法正常上学，为此，刘正琛专门设立了“病房学校”。

每周六下午，志愿者们都会走进医院为患儿上课。这些患儿都是在医生同意、

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和父母一起走进“课堂”。刘正琛说，他发现孩子

们个个都求知若渴。每到周六中午，孩子们怕睡过头，甚至放弃睡午觉，一直等

到上课为止。因此，下一步他希望和更多的医院合作，继续推广这个项目。

绿色家园不是梦

同济大学博士将小区“边角料”改造成小花园，让居民玩在其中

2017 年 7 月 8日 摘自：上观新闻 作者：栾吟之

http://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58597

把小区边角土地改造成小花园，或许已不算新鲜事，但如何让社区居民主动

参与其中，成为社区自治的一部分，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同济大学景观设计学

者刘悦来博士做了许多成功的尝试。

“新常态下的城市空间规划，已经进行存量时代。在诸多大城市，中心城区

开放空间增量以绿地为例，已经接近零增长。”在刘悦来看来，如何提升公共空

间品质，进行复合使用，同时调动社区民众的积极性，共同参与设计营造维护

管理，共建共享，是当前都市空间规划的主要任务。

2016 年，市规土局下属的上海城市公共空间促进中心开始推进“行走上海

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邀请各路设计单位、研究机构来参与策划改造，从

2016-2017 年，已在全市试点 22 个项目，其中不少是老旧小区公共空间改造。

刘悦来带队参与了去年参与了 3 个项目，其中 2 项获得一等奖，今年参与了 2

项。

表面看是景观增添、环境更新，但背后是社区凝聚力的建设，是群众社团的

出力。

刘悦来举例了几个参与项目——

第一个案例是中成智谷火车菜园，位于杨浦区长江路军工路路口，这里曾经

是淞沪铁路支线，现在还保留着一部分铁轨，但此前这里长期无人看管，一度成

为垃圾堆放处。随着铁道边中成智谷创意园区的开发，这块眼前的荒地必须有一

个解决方案。

http://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5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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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刘悦来的团队参与了

这一改造项目，他用“从废弃地到

食物森林”来形容这一改变。现在

他们在铁道边种下了蚕豆、油菜、

蓝莓、桑葚、枇杷、丝瓜等等，园

区里草坪割下的草就铺在地里，作

为肥料，使得这些作物长势很旺。

一到春天，就可以看到铁道沿线有

着大片金黄的油菜花，这样的风景

在城市中是无法想象的。花开之后，大人们就带着孩子来收菜籽，大家在里面分

拣枝干、收集菜籽，之后送去郊区榨油。

在绿地上有几间集装箱改建的自然教室，社区组织、社区居民都可以免费申

请使用。

一道与旁边小区隔开的水泥墙，则成了孩子们涂鸦绘画的原地。

还有“为小鸟安个家”活动，组织小朋友观察鸟巢，再从周围捡来杂草树枝，

为小鸟搭窝。“这也是一个环境整理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小活动，可以让小

朋友熟悉环境，知道自然界中生物状态。”

园林工人修剪下的柳树枝也被他们捡来，让孩子拿来插在地里，后来有一部

分存活了，孩子们看了很兴奋，用实践告诉了他们“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含义。

刘悦来喜爱拍照，他用相机记录下了花园里种种细节，未成熟的果实、偷吃

果子的小鸟、爬在花朵上的小虫、小女孩摘枇杷时欣喜的眼色，这些都让他为之

高兴感慨。“菜园里不打农药，所以有螳螂、瓢虫，这就是食物链，形成了自然

的生态网络，这样有鸟栖息做窝，鸟自然会来吃虫，就不需打药。”

第二个案例位于大学路创智天地园区与居民区之间。这里有三亩地，呈狭长

形，由于地下铺设有市政管线，所以未得到充分利用，荒废闲置多年。

经过刘悦来团队改造，成为了上海第一个位于开放街区中的社区花园，鼓

励企业和个人认养土地。譬如有园林设计单位，还有刘悦来的一位律师朋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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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养了数平米的绿地，根据自己意愿出资做了建设。

花园里还布置了一片 20 多平米的水稻田，现在一到晚上还会传出蛙声。去

年 11 月还组织大人孩子一起去收割，一个叫秦闻悉的三年级女生在体验了收获

活动后，还写了一首诗《稻草人》。

在一米菜园去，居民可以在分割成一块块一平米的土地上种植各类作物，同

时学习到各种作物栽培知识。而小孩子则最喜欢浇水，他们拿着水管四处喷洒，

最为高兴。他们还设有“种子图书馆”，收集上海原生种子，有限种植。

花园还设有设施服务区，一组三家集装箱改造而成的建筑里有厨房、洗手间、

吧台等，居民如果自带食材就可以进来烹调，室内还可举办各类讲座、沙龙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创智农园的志愿者李玉兰老师，她退休前是高校教授，现住

在复旦大学，虽然满头白发，但是天天来农园帮忙收拾卫生，照料植物，她说每

天来就是“来寻找快乐”，自己乐在其中。

浦东塘桥街道金浦家园的“疗愈花园”则简单的多。花园由数个栽培盒组成，就

摆放在小区道路边。居民可以把自己家的植物放进来栽种，供大家欣赏。在行动

开始时，就有不少居民质疑，这样种植很容易被人偷走。果然第三天，植物连带

泥土都被偷走了，这也引起了不少居民的愤慨。

考虑到小偷对土壤很感兴趣，于是组织请来了园艺老师专门在小区教授居民

如何用剩菜皮、枯叶来培育泥土，之后还开展自助式登记，让捐赠植物的居民做

好记录，此后再也没发生植物和泥土丢失的时间。

为了“疗愈花园”，刘悦来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微信群，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

百多人。最令他感动的是，花园的一把木制长椅坏了，有两位居民同时从自己家

拿了榔头锯子等工具来修，齐心协力很快就修好了。

在陆家嘴街道，老王经营着福山路上的一家健身房。店铺沿街的空地由于

缺乏红线内外空间统筹管理、非机动车无序占据、夜间灯光不理想等原意，老

王提出愿意出资 5 万元改造。

听说陆家嘴街道有社区基金会，于是他就联系了秘书长，想一起想办法来改

造。基金会秘书长是刘悦来的朋友，于是请到他来设计。街道对这事很鼓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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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还请来了周边居民一起来开会讨论，最后把这段路面改成了跑道，路边还加挂

衣物的架子。地上画了格子，小孩子可以玩“跳房子”游戏。陆家嘴社区基金会

最近还在这里办起了放映会，可以在街头搞活动。

徐汇区凌云街道梅陇九村内，有一块活动场地，之前是居民广场舞的锻炼地，

但因为声音扰民被屡次投诉后，就不再做广场舞使用。同时，旁边的草坪绿化虽

然也有维护，但一到冬季，小草枯萎后，也变成一片泥地，并不美观。刘来悦团

队对这里进行了重新规划，打造出了“百草园”，还设有雨水收集桶、蚯蚓堆肥

塔。特别是堆肥塔的做法给了不少在场居委干部的启发，出门遛狗的居民有狗屎

需要处理时，就可以扔在堆肥塔里，可以吸引蚯蚓来，一周就可以降解，而且不

会有臭味，同时对周围植物有施肥功效。

居民可以带着自己家里

的植物来种植，老人小孩都

很积极，社区会向他们颁发

一张“认建认养荣誉证书”。

这里运营维护工作都由居民

负责，花园修剪时，许多孩

子也来抬石子铺路，铺草皮、

种植物，物业也不需要为这

些事动用资金。现在每周一，

还在“百草园”举办活动，居民会拿来家里载种培育的植物来展示，互相交流。

园子里结出辣椒，参加维护的孩子们也会来尝尝，然后辣得大叫。

另外，刘悦来也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实践着“自治”理念。他的初步目标

是在小区 60 平米的绿地开辟花园，并且自己花费不超过 500 元。去年国庆节开

始，他先是和另两位居民在泥地上洒二月兰种子。到今年 3月，已陆续有 20 多

位居民参与进来。他们找来一张旧床，锯开后做成篱笆，自己花钱带头用颜料做

了彩绘，之后其他居民也跟着做。

花园里种了苔藓和蕨类植物，花园里还布置一条小道，铺上树枝也落叶，孩

子们很喜欢，说有走在森林里的感觉。现在，物业还把另一块土地交给他们布置，

面积达到了 100 多平米，还买了花给他们种。

他把花园命名为“苔藓花园”，写了“应怜屐齿印苍苔，一起爱护她”的牌

子，提醒居民爱护绿化。他认为，苔藓虽然微小，看似不如其他树木花草昂贵，

但希望大家对此有改观，“苔藓也是一种高贵的植物，有漫长的历史，对净化空

气、保育土壤有非常大的作用。”许多小区里的孩子就因为花园的名字，认识到

了苔藓，读懂了这首古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