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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座城市俯下身子，从“一米
视角”关注儿童成长，“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的关怀与温暖也逐渐具象化地
体现。

5月30日，武汉市首批儿童友好
社区名单正式公布，这15个儿童友好
社区为：武昌区中南路街道百瑞景社
区、硚口区宝丰街道葛洲坝社区、武汉
经开区沌阳街道江大园社区、东湖高
新区花山街道白羊山社区、武汉江夏
经济开发区金龙社区、江汉区万松街
道云天社区、汉阳区四新街道澜菲溪
岸社区、新洲区邾城街道章林社区、洪
山区张家湾街道农科院社区、蔡甸区
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同济社区、青山
区钢花村街道南苑社区、东西湖区径
河街道长墩堤社区、东湖生态旅游风
景区东湖新城社区、江岸区丹水池街
道江北社区、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天汇社区。

2023年4月，武汉市成功入选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发
布的第二批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
单，为湖北省首批入选城市。

武汉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首
批获认定社区有的改造新建适儿化慢
行道路，有的增设适合多年龄段儿童
活动的绿地、游憩空间，有条件的社区
新建了儿童综合活动室、图书角、手工
室、科普园地等，把儿童友好理念落实
到儿童身边。

作为儿童友好城市的重要支撑，
儿童友好社区是孩子们踏出家门的幸
福“第一步”。

儿童友好社区应该是什么样的？
不仅是将“童趣性”融入每个角落，更
应该将儿童参与、儿童发展、儿童服务
纳入社区建设。“一米视角”是民生福
祉，也是城市温度，武汉“儿童友好”可
知、可感、可及。

爬、抓、跳、跑、玩，“一米高”
刚刚好

在硚口区宝丰街道葛洲坝社区，
社区里星星点点分布的儿童游乐区是
周边不少居民首选的“遛娃宝地”。

29日下午，记者走进葛洲坝城市
花园1号楼架空层的融趣园，这里是
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片快乐天地。
约500平方米的架空层里，凉风习习，
秋千、摇摇马、跷跷板和滑梯等各类儿
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

2岁半的女孩月月正在滑梯上爬
上滑下，玩得不亦乐乎。她轻松踩着
台阶，和同龄小伙伴轮流跑上约2米
高的滑梯，一溜烟儿就滑下来了。居
民吴奶奶倚在一旁，手摇蒲扇，时不时
打量孙女一眼。她说：“孩子在这里玩

我很放心，游乐设施不高，地上还有软
垫，一般不会磕着碰着。”

29日下午5时，百瑞景中央生活
区6期的儿童乐园已经被放学归来的
小朋友“占领”。这是百瑞景社区内规
模最大的游乐场，类似的还有8处。

高低不同的滑梯、上下起伏的跑
酷场、下沉式圆形广场……百瑞景儿
童乐园以不同的功能特点分区设计，
体现了对儿童身体发育和心理健康的
关注。社区工作人员夏露逐一介绍，
高低滑梯高度差约40厘米，只为让不
同年龄段的儿童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乐趣，同时锻炼平衡能力；跑酷运动满
足了孩子们对速度和刺激的追求，身
体协调性、灵活性和耐力也在其中得
到锻炼；下沉式圆形广场不仅为孩子
们提供了一个宽阔的交往空间，还通
过其独特的空间布局激发了孩子们的
想像力和创造力。

葛洲坝社区内有一条专为儿童设
计的科普长廊，小径的两侧设置了介
绍各类昆虫的科普标识牌，标识牌高
度约为1.1米。4岁男孩球球走上前，
从他的视线望去，标识牌与他身高基
本一致。

一旁还设置了有趣的“传声筒”，
记者测量发现，其高度在1米左右，两
个4岁的孩子分别站在两头，一个对
着喇叭口说了几句话，另一个在那一
头就能听见。

“这些高度的设置都是为方便孩
子们观看，让他们实现一米高度看世
界。”在葛洲坝社区党委书记舒利看
来，儿童友好社区需要注重每一个细
节，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充分考虑他们
的需求、喜好和安全，“只有这样，才能
为儿童创造真正属于他们的，安全、有

趣、富有探索性的成长空间”。

20名孩子合作完成《鸡毛信》

青山区钢花村街道南苑社区党员
群众服务中心3楼，橙蓝相衬的活动
室中，白板上张贴的20幅连环画尤为
醒目。

“这是孩子们接力完成的，一人绘
制一幅，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剧情故
事。”南苑社区社工老师闸雪晨介绍，
在今年3月30日的一次社区周末学堂
中，20名小学生手持彩笔，合作完成
《鸡毛信》和《小兵张嘎》连环画，并上
台讲述小英雄的故事。

为何设计合作绘画这一活动？南
苑社区妇联主席张力表示，孩子性格
各异，“通过合作绘画，孩子们互相沟
通、协商和分工，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
团队协作精神”。

记者观察发现，一组连环画虽由
10名儿童共同完成，但每幅画作在色
彩表达上呈现一致。

以《鸡毛信》为例，每幅作品均以
青山绿树为主调，且在空白处配有云
朵或线条装饰；敌我军队服装颜色分
明，一眼就能分辨……“上色时孩子们
有交流、有配合，才能合作完成风格统
一的作品。”闸雪晨说，参与活动的孩
子年龄介于7至10岁之间，年龄小的
孩子总会向哥哥姐姐们“请教”，沟通
交流中大家的风格也逐渐趋于一致。

“周末课堂不仅培养儿童动手能
力，更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同龄人之
间交流沟通的场所。”张力说，孩子们
也有自己的“社交圈”，这样有助于他
们学会与人相处，彼此取长补短、共同
进步。

据悉，南苑社区周末学堂自2021
年开办，每周一次，累计参加的儿童超
万人次。

小小志愿者协管共享书屋

在百瑞景社区，一条闲置长廊经
过改造，变成了儿童爱去的共享书
屋。弧度柔和的桌椅、色彩缤纷的字
母书架、各国旗帜装饰……29日晚7
时30分，吃过晚饭的孩子们纷纷来到
充满书香与童趣的小天地，捧起书本，
享受阅读时光。

作为武汉市唯一一个全国儿童友
好示范社区，2022年底百瑞景社区着
手筹建共享书屋，2023年6月9日正
式建成投入使用。

共享书屋内设有两座书架，记者
蹲下观察时发现，共享书屋的书籍摆
放很有讲究：最低处放置的绘本或注
音童话故事，书本轻且薄，便于幼儿拿
取；1米高处摆放的是《淘气包马小跳》
《窗边的小豆豆》等儿童文学作品；再
往上30厘米，则更多是作文书、古诗
词或词典等，这些书籍对于稍大一些
的孩子或是需要深入学习的读者来说
更为适用。

社区书记王涯玲表示，共享书屋
的书籍全部来自居民捐赠。“我自己一
个人就捐了20多本，全是绘本呢！”提
起捐书，10岁女孩陈佳慧特别自豪，

“大家都爱看！”
“为方便大家阅读，图书都是按身

高和阅读年龄段分类摆放的。”小小志
愿者曾辉煌告诉记者，在阅读中他发
现年龄较小的弟弟妹妹够不到书架上
放的书籍，便向社区工作者反映了这
个细节。不久后，社区工作者们便重
新调整了书籍摆放顺序：绘本、儿童文
学、工具书籍从低到高有序摆放。

现在，越来越多的儿童主动走进
明亮多彩的书屋，自觉维护秩序，文明
阅读。

“我们鼓励儿童议事，平等表达自
己的想法。”王涯玲表示，童年是人生
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引导儿童积极
参与社区治理有助于培养其“主人翁
意识”和自我价值感，与社会形成良好
联结和互动，“童年积蓄的能量能陪伴
孩子的一生”。

记者刘克取 刘晨玮 通讯员华
臻 钟怡然 唐婧妮 对此文亦有贡献

我市首批15个儿童友好社区获认定

“一米视角”看见武汉城市温度

百瑞景社区共享书屋。 记者刘克取 摄孩子们合作完成的《鸡毛信》和《小兵张嘎》连环画。

葛洲坝社区内小朋友正在体验“传声筒”。 记者刘晨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