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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未来社区”是一种怎样的感受？10月15日，桐乡置地中心二期瑞园启用，市民预见“未来”幸福生活。走进置地中心，樱花琼岛、

酒店式门厅、花溪水境、星空乐园、植物王国⋯⋯每一处都充满诗意。

“未来社区”，来了

打造共建共享品质生活的“浙江范例”
“未来社区”是浙江省在 2019 年提

出的一项创新计划，旨在打造新型城

市居住区。可以说，“未来社区”是以

人为核心的城市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的新平台，是“让老百姓幸

福”的新平台。在未来社区中，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

应用使得社区服务实现了精准化和个

性化。作为城镇化、数字化水平领先的

省份，浙江省探索区域发展的很多创新

实践都走在了全国前列，而未来社区也

是浙江继特色小镇之后提出的又一区

域发展创举。去年，浙江印发《关于全

域推进未来社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明

确到 2025 年，全省累计创建未来社区

1500 个左右、覆盖全省 30%左右的城市

社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未来社区全

域覆盖。

那么，截止目前我省的“未来社区”

建设进展如何？创建过程中出现了哪

些典型样板？又有哪些创新发展模式

值得借鉴？

近日，宁波首个新建类未来社区

“通山未来社区”交付，2000多户居民圆

安家梦；重阳节前夕，嵊州市江南社区

的老人在邻里中心参加了丰富多彩的

重阳节活动；在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

新溪未来社区，社区居民在共享会客厅

内开展休闲活动。

近年来，我省围绕九大场景打造了

一大批具有归属感、舒适感和未来感的

新型城市功能单元，未来社区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其中，杭州在推进未来社区

建设方面成绩斐然，不仅项目数量持续

增加，受益居民人数也不断上升，展现

了其巨大潜力和韧性。

如今在杭州，无论是西湖区的老旧

小区，还是近年新晋成立的临平区，都

能看到未来社区的影子。截至目前，杭

州已累计开展 480 个未来社区创建项

目，受益居民超过 410 万人。杭州市风

貌办（市建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杭州

在提升社区品质方面下了大力气，实现

了“提质”与“扩面”的同步发展。“随着

杭州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

期，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改

造与增量结构调整并重，社区作为基本

单元，亟需进一步提升品质、调整结构、

完善功能、增强韧性。”

创建量增长是“扩面”的最直观反

映。今年以来，杭州市新增省级第八批

创建未来社区项目 217 个，全市创建热

度持续高涨；目前已开工项目数为 116
个，已完工待验收项目 16 个，在建项目

100个，平均开工率为53.5%，实现“时间

过半，任务过半”。杭州市“未来社区”

创建数量、建成数量、引领型未来社区

数量、城镇社区专项体检评价指数等 6
项指标均居全省第一，这是杭州全域推

进未来社区建设“量质并进”的最佳证

明。

宁波则充分依托其港口优势，打造

了集海洋文化与智能科技相融合的“海

洋智慧社区”，构建了一系列如海洋主

题公园、智能图书馆等独具特色的公共

设施。在海洋主题公园内，不仅展示了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还通过高科技手段

让游客体验到深海探险的奇妙感受；智

能图书馆则采用了先进的信息技术，为

读者提供了一个智能化、个性化的阅读

环境，让知识的海洋更加触手可及。通

过这些创新举措，宁波的“海洋智慧社

区”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现代生活

设施，还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

海洋文化的魅力，真正实现了科技与文

化的和谐共生。

此外，嘉兴、温州、金华等地也积极

响应“未来社区”建设号召，结合自身特

色，探索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社区发展

模式。这些社区在推动城市管理智能

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成为我省乃至全国未来社区建设

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未来社区”建

设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开

始积极参与到建设工作之中，形成了共

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浙江模式”的

成功实践，不仅为我省未来的城市发展

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全国其他地区的

社区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日前，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目

前我省“未来社区”建设正稳步推进，多

个试点项目已初具规模。据最新数据

统计，多地已率先打造出多个标杆性项

目。在这些社区中，智能安防系统、智

能家居设备、社区健康监测等应用已深

入人们日常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极大提升了生活品质。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对

社区建设管理内容提出了新要求。随

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居民面

临老旧小区利用效率低、公共设施服务

滞后、生态环境质量不高、邻里关系淡

薄等问题，同时对交通、智慧化生活、文

化养老设施、小区改造等方面的需求不

断增长。社区建设管理水平直接影响

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

广未来社区建设是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

矛盾的重要途径。

未来社区建设是新时代的国际热

点。随着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发展，传统

社区建设管理方式已不能满足需求。

放眼国际社会，日本和新加坡分别通过

超智能社会和邻里社区模式推动了社

区发展。城市社区的创新是科技革命

落地的主要空间，为城市发展提供新动

能，进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我省城市社区建设及产业基础坚

实，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全省城市化

水平较高，2020 年，我省的城镇化率已

突破 72%，还拥有“枫桥经验”等社区治

理智慧。从社区数字化产业发展角度

来看，我省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数

字经济是浙江的支柱，拥有阿里巴巴、

海康威视等领军企业。为实现“两个高

水平”目标，推进大湾区建设，我省对高

水平人才有很高的需求。高质量的未

来社区建设，能吸引人才落户并提供更

多就业机会。

数字化转型是“未来社区”的一大

特色，生活在这样的社区，人们会体验

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感与科技感。

居民通过智能设备，不仅可以轻松获取

医疗、教育、养老、购物等日常生活服

务，也让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常规操作如

自动调节室内温度、灯光和安防系统等

变得自动化，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居住

的舒适度和便利性。通过建立统一的

信息平台，实现社区内各种资源的共享

和优化配置。

此外，“未来社区”还特别注重社区

文化的建设，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社区

提倡绿色出行和低碳生活，鼓励居民参

与社区活动，增强邻里间的联系。社区

内设有丰富的公共设施，如智能图书

馆、健身房、共享工作空间等，满足居民

多样化的休闲和工作需求。教育和医

疗资源也得到了优化配置，为居民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生活在这样的社区，居

民不仅能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还

能感受到社区生活的温馨与和谐。这

样一个既现代又宜居的生活环境，是科

技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未来

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见，“未来社区”不仅是一处居

所，更是一个平台，涵盖人们日常生活

的每一个细节。“未来社区的创建应符

合：创建前后应有明显的正向优化，有

提升度；应始终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获得感为目标；应具有良好的整体观

感，建筑有风格、环境有风貌、文化有风

韵、精神有风采；应具有可持续的公共

服务、增值服务、商业服务运营能力。”

浙江省城乡风貌办未来社区技术与标

准组组长李江波说。

为什么要建“未来社区”？

“未来社区”有啥特别之处？

浙江的“未来社区”长啥样？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求智未来社

区居民在社区会客厅内学习编织。

▲在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新溪未来

社区，社区居民在共享会客厅内开展

休闲活动。吴拯/摄

▲诸暨市暨阳街道大桥未来社区的

“浙里兴村治社”数字管理大屏幕。

周升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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