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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麓湖公园社区，儿童
观察团发起“文明停车倡
议”，通过绘制车贴、发放倡
议卡、设立“小小监督员”岗
位，在放学高峰时段引导家
长“即停即走”。麓湖公园
社区党委副书记高林笑着
说：“现在家长最怕被孩子

‘教育’，这比宣传、劝导都
见效。”

类似“小手拉大手”的
联动机制在多个社区取得
实效。花照壁社区设计“家
庭环保打卡”任务包，鼓励
亲子完成垃圾分类、小区巡
查等公益项目，完成后可兑
换社区服务。家庭在行动
中完成“由旁观到参与”的
身份转变。

在高新区交子公园社
区，“彩虹计划”引导儿童开
展观鸟记录、生态绘画、垃
圾分类宣传等活动，孩子们

创作的环保画作被张贴在
“环保角”，成为家庭与邻里
环保共识传播的窗口。

“儿童的行为是连接家
庭、邻里和社区组织的天然
纽带，他们的参与能撬动更
广泛的共建力量。”交子公
园社区党委书记李佳说。

在麓湖公园社区，儿童
议事遵循流程标准，会议主
持、议题组织、讨论流程均
由儿童主导；在交子公园，
由儿童组建的“星火志愿
队”，推动提案链接社区企
业、学校和家长群体，扩大
影响力和执行力。

“治理的过程，本身也
是儿童成长的课堂。”四川
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
授鄢超云指出，“儿童友好，
不仅是空间友好、服务友
好，更应是制度友好、表达
友好。”

儿童观察团：
“一米高度”丈量城市治理

3 月底，一场特殊的
评选活动在灯市口小学举
办，“适当拓宽路口非机动
车道”“增设港湾式临时落
客岛”“调整红绿灯变灯时
长”……这些正是东城区
灯市口大街及周边公共空
间改造提升项目民意征集
暨“一米声音——儿童规
划师提案征集”评选活动
中所听到的“童言童语”。

“与以往的环境整治提升
不同，未来在灯市口大街
的改造中，我们将更加关
注沿街儿童和青少年需

求，同时动员沿线学校、单
位参与，实现街区更新的
共建共享。”北京东城区城
管委相关负责人说。据了
解，这一次征集活动也标
志着东城区正式启动全市
首个儿童规划师全程参与
的环境建设系列活动。

在灯市口大街改造提
案中，中规院（北京）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副总李利表
示，集齐孩子们的设计后
细致归类，发现几乎每个
孩子都从自己的视角找到
了这条街的“病灶”。

除了在规划设计时
参与方案的制订，儿童规
划师的角色也将越来越
深化。东城区城管委相
关负责人就表示，下一
步，将针对儿童规划师提
出的灯市口大街的这些

“一米”痛点，着手制订具
体改造方案，并继续支持
儿童规划师参与后续的
方案评审、施工改造、旁
站监督、验收体验等工作
环节，并以此为契机探索
和完善儿童参与城市治
理的特色机制，加快推动

儿童友好的公共空间改
造。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齐羚表示，今年将在已有
经验基础上，全面推进儿
童规划师 2.0 升级计划。
重点打造“全周期参与”
机制，从方案设计到施工
监督各环节引入儿童视
角，项目竣工后还将建立

“儿童监理员”制度，选拔
30 名优秀儿童规划师组
成监督小组，每月开展设
施使用评估。

儿童规划师：全周期参与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的

城市的文明高度，往
往藏在对儿童的细微关怀
中。当越来越多城市将

“一米视角”纳入治理维
度，一场充满温度与希望
的城市变革正在发生。

北京多区在城市治理
中融入“儿童规划师”的意
见；福州首个儿童友好示范
区项目以“一米高度看城
市”为设计理念，对儿童公
园区域升级；成都的“儿童
观察团”用“一米高度”视角

参与社区治理。这些城市
的探索，是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理念的生动实践。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
价值，不仅在于改善儿童的
生活环境，更在于重构城市
与人的关系。当城市学会
倾听孩子的声音，意味着其
治理逻辑从“效率优先”转
向“以人为本”，从“宏大叙
事”回归“细微关怀”。一个
能让孩子自由奔跑、安心探
索、大胆发声的城市，必然

也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富
有发展活力的城市。

对城市治理而言，儿
童的参与是一种创新的力
量。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中有一句话，每个孩子
都有参与社会事务的权
利。儿童以独特的视角看
待世界，他们提出的问题往
往是成年人习以为常、容易
忽视的。倾听儿童的声音，
能够帮助城市管理者发现
城市建设与管理中的短板，

进而优化公共服务，提升城
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不
仅关乎儿童，更是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的每一步跨越，
也是对城市文明的一次提
升。未来，期待更多城市能
弯下腰，倾听孩子们的声音，
从“一米高度”出发，让城市
更温暖、更美好、更宜居，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友好包容
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一醉）

□海都锐评 “儿童友好”城市的探索，越多越好

编前：今年4月，福州首个儿童友好示范
区项目正式建成开放(详见本报4月25日A02
版)。该项目以“一米高度看城市”为设计理念，
对儿童公园进行全面升级，打造出集生态探索、
安全教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儿童成长空间。

自2021年3月开始，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正
式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推动儿童友好
理念深入人心。自此，“一米视角”理念正式进
入公众视野，成为考量城市治理水平的基本要
素之一。目前，在北京、成都等地，也都在持续
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通过实践，在细微处践
行着“少年中国”的时代命题。

斑马线不够安全、滑梯太滑、公交站台没有遮雨
棚……在成都，孩子们正在用“一米高度”的视角提
出问题、讨论提案、推动改变，成为社区治理中的小
小参与者。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访成都多
个社区了解到，近年来，成都市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推动儿童参与社区治理从理念探索走向机制
化实践，部分社区通过成立“儿童观察团”等形式逐步
形成“儿童提案、家庭联动、社区响应”的共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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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学路上，色彩的布局、植物的选择由他们做主；乐学公园里如何
进行不同年级的功能分区由他们设计；综合公园临水区域的安全设施如
何进行适儿化改造由他们调研……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北京多区的城
市治理中，正在融入“儿童规划师”的意见与建议。

N北京青年报

“我们觉得早高峰时这
条路上车太多，小朋友走路
没有安全感。”这是一名“花
蕊观察团”成员在金牛区花
照壁社区儿童“议事会”上
的发言。这项建议被采纳，
当地建设了一条连接三所
学校、长约两公里的安全通
学路径，设置了减速带、彩
色警示标志等设施，改善了
校园周边通行状况。

儿童议事团体“花蕊观
察团”在花照壁社区已运行
四年，形成了系统化的“洞
察—提案—行动”路径。

“儿童不应是治理的旁观
者。”花照壁社区妇联副主席
李艳表示，“孩子眼里的问题，
常常是成年人忽略的日常。”

2024 年 3 月，天府新区
麓湖公园社区的 150多名儿
童加入了“无障碍麓湖升级
计划”。孩子们在项目发起
人带动下，通过模拟盲人、
轮椅出行等方式实地勘测、
调研记录，最终完成了社区
内首张“无障碍麓湖地图”，
并后续推动了斑马线铺设、
坡道重构、语音提示设备增
设等设施更新。

“一米视角”让更多问题被看见

“小手拉大手”撬动社区共建

今年3月，比邻北京十
一学校丰台小学的一块
2000多平方米的绿地上，
经常活跃着一支由18名学
生组成的团队，测量、记录、
描绘地势特征……通过 4
次方案迭代、100余份问卷
调研、遴选 30余种北方特
色植物，最终完成该绿地的
自然空间方案设计。而此
绿地作为丰台区全域推行
的“乐学公园建设”项目之
一即将开工建设，成为该校
的校外教育基地。

谈到这个由孩子们亲
自设计的“绿匣子魔方乐
学公园”，五年级学生王梓
旭如数家珍，“三年级的

‘百草园’里藏着会说话的
蒲公英，四年级的‘山丘’
上有能穿梭的森林隧道，
五年级的‘自然乐园’中花
儿全年连着开，六年级的

‘诗画花韵’直接把古诗种
进了花田！”王梓旭告诉记
者，由于植物种类繁多，在
选择适合种植的品种及分
布时，要综合考虑各种植

物的树形、花形、花期、果
期等因素，开始几次的选
择设计总是不尽如人意，

“后来多次请教指导老师
和同学，大家集思广益，才
选到了合适的植物”。

“当课堂知识在图纸
上活起来，学习的意义就
变得具象而生动。”十一丰
小科学老师陈玉竹告诉记
者，学生们经过多次实地
考察，对绿地进行测量、记
录，分析地势特征、环境数
据，反复讨论设计方案，连

土壤湿度都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

据陈玉竹介绍，设计
方案最为重要的是集纳学
生们的意见。“你希望儿童
自然空间里有什么？”带着
自制的问卷，小设计师们跑
遍全校，收集来了150份问
卷，再通过流水线式的统计
分析，最终确定秋千、迷宫、
观鸟台等最受欢迎设施。
令人欣慰的是，孩子们的设
计不仅获得官方的认可，而
且即将变为现实。

“小小规划师”参与城市治理

将建立“儿童监理员”制度

孩子们在麓湖公园社区实地调研，
三人一组模拟残疾人出行，记录感受小规划师陆玉涵（中）与伙伴们一起利用长尺测量水深

说少年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