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报官方微信：华西社区报 ◎华阳街道官方微信：天府华阳 ◎社区报官方微博：新浪微博：@华西社区报腾讯微博：@华西社区报 ◎社区报·华阳之窗服务热线：028-86969909 ◎社区报·华阳之窗电子版 www.wccdaily.com.cn

生活08 2019年10月16日 星期三 编辑 张学雷 版式 阎语含

聚焦生活场景
享受便捷生活

城市很忙碌，但生活大可不必太着
急。在日与夜交替的缝隙间，找到向往
的生活并享受它。作为麓湖社区第一个
商业中心的麓坊中心，总建筑面积6.5万
平米，引领着麓湖国际社区居民们的生
活方式。麓坊中心以“还原自然“的生态
理念，大量使用石材、绿植、叠水等装饰，
露台层层相叠，处处皆为景观。

目前，麓坊中心业态规划为亲子荟、

时尚家、生活里、小巨蛋与精品酒店。不
仅有精品超市、健身美发、洗衣家政、健
康社区药房等服务，通过以家庭生活为
中心的服务业态品牌，打造麓湖生活的
一站式服务体验，还有以特色、品质、人
气餐饮品牌为主力品牌组合，结合多首
层建筑特色，打造朋友聚会、家庭聚餐的
餐食休闲圣地。

同时，位于麓坊中心的小巨蛋，内设
滑梯、爬绳、推坡、蹦面等多种层次丰富
的游戏项目。不仅能锻炼孩子们的攀爬
能力、平衡力及胆量，更能锻炼孩子的认
知及处理事物的能力，构建起一个亲子
乐园。享受了美好的亲子与休闲时光，

你还可以在此享受健康特色美食。麓坊
中心正从生活配套转变为全时段的生活
场景，让社区居民感受到“最后一百米”
的便捷生活服务。

加强党建服务
提升营商环境

“现在入驻的商家并不多，等麓坊中
心的商家基本入驻后，社区党委将着手
建立商圈党建联盟，在里面建立党支部，
让党员商家亮身份许承诺，诚信经营。”
麓湖国际社区党委书记郑钧蔚强调说，
之后还将强化对入驻商家们的服务工
作，解决他们的现实困难，优化麓坊中心
的营商环境。

“我已经在麓湖生活了两年。在麓
坊中心开这家饺子店，一是因为对这里
的一份情感，能够给周边邻居提供一个
休憩、聊天的场所；二是这里的营商环境
相对灵活，社区党委也在前期给予了一
些帮助。”位于麓坊中心的“饺色”店老板
表示，在这里开店实现了最初开店的想
法，回归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秉承着“公园城市”的建设理念，华
阳街道坚持以营商环境建设为抓手，释
放高质量发展活力、升级经济产业结构、
提高市民生活品质、打造美好社区生活
圈的消费新场景。近年来，街道通过优
质的企业服务，吸引了 MFG、G-Super、
星巴克、瑞幸、麦当劳等众多知名的现代
服务企业进驻华阳，提升了常驻人口、产
业人口与城市微度假人口的消费聚焦
力，进而全面覆盖街道消费力。

未来，随着更高水准的营商环境建
设持续推进，将为华阳实现城市高水平
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市民高质量生活
的“公园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华西社区报记者 高昊焜 麓坊中心供图

围绕“精致生活·家庭成长”，营造富有烟火气的生活氛围

构建社区生活圈“麓坊中心”开街

10月12日-13日，第五届“iSTART”
儿童艺术节国际教育论坛与在地教育论
坛，在麓湖国际社区内的麓湖·A4美术馆
举行。据悉，“iSTART教育论坛”作为麓
湖·A4美术馆重要的年度学术教育论坛，
已成功举办过四届。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教育论坛
共设置了3场，除了之前完全由青少年主
讲、讨论的“听说——青少年论坛”外，这
次的两场论坛分别聚焦于前沿创新教
育、学校教育与美术馆教育的讨论，以及
对于课程设计与实践教育经验的分享。
正如麓湖·A4美术馆馆长孙莉在论坛中
强调的那样，“今年iSTART儿童艺术节
的关键是参与，而关键词是连线。”

聚焦艺术教育重视思考创新

如今，家庭、学校、社区、教育机构以
及城市博物馆、美术馆构成了一个理想的
教育网络，成为了全球不同城市社区发展
的新方向。如何在这些互为关联的公共
空间中策划和研发更为丰富的项目？如
何连接儿童、社区家庭以及教育工作者？
成为重要的公共议题。就此，在此次国际
教育论坛上，来自公共教育一线的行动者
们，针对“学校博物馆，博物馆学校”“城市
节日与社会共生”等方面的问题，依次展
开了观点上的分享与讨论。

四川大学美术馆馆长熊宇在论坛上
首先讲述了四川大学美术馆在社会公共
教育，特别是大学生艺术教育方向上的
一些具体工作与思路。他表示，不管对
方是否是专业艺术院校学生，都需要强

调艺术的思维和态度，培养他们形成属
于自己的思维模式、创作模式和工作的
方法论。其次，他还讲到了关于青年艺
术家的项目孵化。他强调了3点，一是重
视个体创作模式的研究与讨论；二是提
供展览空间和创作的空间；三是建立讨
论的平台，鼓励他们进行创作模式之外
的探索或者是深化他们的创作模式，突
破他们的创作舒适区。

“21 世纪青年人需要一个不同的思
维方式，而博物馆是一个最好的能够去
提供这些思维方式形成的地点，我们必
须负起责任来，去适应这样一个话语环
境，并且创立一些新的项目…… ”英国皇

家艺术协会会员、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
物教育和国际项目总监 Helen Charman
也呼应了熊宇的观点。她通过“全国设
计实验室项目”的例子，证实公共教育课
程离不开三个关键词：批判性思考、团队
合作能力与有创意的思想。

随后，在城市节日与社会共生的议
题上，皇后区艺术博物馆策展人 Larissa
Harris讲述了15年来博物馆之所以能不
断发展社区参与项目的原因。她以在弗
拉圣地区的社区项目为例，表明要让社
区居民参与到美术馆的项目当中，需要
建立互信的机制，让他们关注自身与社
区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次论坛还设置

了“行动者分享”单元，邀请来自不同领
域关注儿童的行动者进行闪电演讲。这
些演讲者是来自教育一线的教育工作
者、纪录片导演、NGO负责人、实验艺术
家、策展人以及中小学学生。

落脚现实语境探索教学方法

继2018年 iSTART教育论坛在国际
教育论坛基础上推出在地论坛单元后，
便把如何推动儿童创造性组织学习与创
造的“方法”和“实践”作为了更为具体的
议题。今年的在地论坛主题为“非常学
校”，大家从“项目教学”“课程设计”“对
话与行走”三大议题板块展开了讨论。

“项目式教学是未来教育的趋势。
理论上，我们都认为项目式教学是非常
适合孩子，也适合未来社会的教育。”自
有戏剧创始人蔡洁看到了戏剧突破艺术
边缘、落地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优势，她对
PBL教学进行了反思，讲述了戏剧的非艺
术功能为社群服务的作用。

云朵实验室创始人程海英讲述了今
年4月，机构邀请荷兰建筑师FRANK与
一群孩子深入重庆巴南区一个老社区进
行调研的事例。通过调研，让孩子们去
直观感受老社区的组成部分，并让他们
自己设计未来的社区。

因此，不管是国际教育论坛，还是在
地教育论坛，如今的博物馆、美术馆、社
区等公共空间，都是具有社会教育功能
的文化传播体，艺术教育的发展并不局
限于被动施教，更多地在于观察思考与
自我成长。 华西社区报记者 高昊焜

麓湖·A4美术馆供图

第五届“iSTART教育论坛”在天府新区麓湖·A4美术馆举行

关注儿童创新教育链接多方行动力量

近日，华阳首个市级社

区消费新场景——麓坊中

心，在麓湖国际社区正式开

街。麓坊中心的诞生，是麓

湖社区沉淀10年后成熟生

活的兑现。如今，麓坊中心

及一期商户围绕“精致生活·
家庭成长”，打造最具烟火气

的“麓湖式生活”。麓坊中心

小而精致，将生活回归于生

活，这里的慢生活与整个社

区的节奏融为一体。

麓坊中心的小巨蛋。

麓坊中心的一处超市。

“城市节日与社会共生”圆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