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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美容师为城市提亮增色

他们在城市的角落“修修补补”
不久前，小红书发起了一场马路生活节活动。活动中，“花花补丁”发起人罗盛天受到了广泛关注。

他用毛毡做成的小花，“修补”街头建筑物的破损和缺角，以一番别出心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打开了美
化城市的新方式。美术生罗盛天为“城市美容师”这一概念赋予了全新内涵。和罗盛天一样，近年来不
少美术生开始主动扛起美化城市这面大旗，为城市修补“残缺”、提亮增色。

创作天地 让城市里不起眼的角落焕发出新生命力

斑驳老旧的墙壁、平平无奇
的马路、灰突突的电表箱……在

“城市美容师”眼中，目及之处皆
是他们的创作天地。他们手中的
画笔就像魔法棒，挥舞间使城市
里那些不起眼的角落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

当橘子（化名）在公园步道上
用粉笔描摹出大熊猫吃竹子的草
图时，路过的市民就忍不住夸赞，

“画得真好！”这时，橘子总会礼貌
地回应：“谢谢！”有时，橘子可爱

的画风也会吸引来一些小朋友，
看到他们瞪大眼睛，仔细打量地
面上的画，橘子总会发出“盛情邀
请”：“要不要一起画？”

新晋“城市美容师”橘子，正
在经历职业生涯中的幸福时刻。
虽是美术生出身，但橘子一直在
国外从事财务出纳工作，回国之
后决定“换换口味”，寻求新的工
作机会。偶然刷短视频时，橘子
初识了墙绘这个行业，这份工作
完全击中了他的核心诉求：“不需

要坐班、不用碰电脑，有真真切切
的实感，动脑设计的同时也能‘下
地干活’，而且拥有充足的时间自
由，有活接活，没活四处去玩。”

为了能更胜任这份工作，橘
子专门学习了一个月的浮雕绘
画。学习过程中，培训学校会为
学员提供一些网上订单；学成之
后，橘子便带着作品回到福建老
家，开始正式接单。到现在，他已
经在这行工作了三年。

“美容”项目 电箱、网红餐车上都留下了他们的画作

如今，橘子已承揽过城市中
大大小小的“美容”项目。除了公
园步道上的涂鸦，路边电箱、集装
箱、网红餐车上都留下了他的
画作。

对橘子而言，绘画本身并无
难度，只是体力上需要多付出一
些。特别是7月酷暑、烈日当头，
再热也要撑着伞、戴着帽子出门
干活。橘子说，想要白天偷懒，全
靠夜间工作并不现实，因为夜晚
的路灯亮度不够、光线不足，会给
调色增加难度。

不过，当一切辛苦兑换成喜
悦，橘子总会有收获满满的成就
感。橘子一直有个习惯，就是在
作品还未上色，只有雏形时，就给
它们拍照分享到朋友圈。每当这

时，朋友圈的点赞、评论，总会戳
中他的心窝。“不光是在朋友圈能
找到成就感。当和朋友一起出
去，路过我画的这些地方时，我也
会自豪地跟他们介绍，哪片区域
是我画的……”橘子说。

不同于橘子的涂鸦彩绘，同
是美术生出身的罗盛天则是在广
州南亭村的许多角落种上了自己
做的“羊毛毡小花”。在街头建筑
物的破损、缺角处种起破土而出
的“小花”，这是广州美术学院的
罗盛天给他生活、学习的这座城
市奉上的毕业作品。

在城市里种“羊毛毡小花”的
创意源于他生活里的灵光一现。

“最开始，我就是用毛毡材料‘修
旧如旧’，但却发现，想把毛毡调

成接近建筑物的色彩很难，而且
这样‘低调’的补丁并不容易被人
发现。我不愿意只当一个毫无创
意的‘修墙工’。”罗盛天在思考如
何创新时，想到了一直喜欢种花
的爸爸，于是他想，如果自己也在
补丁上“种花”，会不会别有一番
惊艳？他开始尝试先用黏土把缺
角和坑填好，然后用热融胶粘上
一层绿色的毛毡“草皮”，最后再
将小花粘于其上——— 第一个“花
花补丁”就这样诞生了。

罗盛天发起的“花花补丁”计
划，在社交媒体上一经传播，很快
就掀起了风潮。这些悄悄探头的

“小花”引来无数网友，像寻宝一
样兴致勃勃地满街探索和打卡。

治愈心灵 用手中的画笔将城市变得靓丽温暖

想做一名出色的“城市美容
师”，不仅需要绘画、雕塑、设计等
专业技能，更需要对一座城市的
关切。

“花花补丁”发起人罗盛天
说，他喜欢用毛毡补丁“修补”城
市建筑的伤痕、美化墙体，也希望
通过这些“花花”表达对这座城市
和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的关
怀。成功打造了网红打卡地的亚
丽，则希望用手中的画笔让灰暗
的城市变得靓丽温暖。她的创意

“修补”也时刻体现着对周边居民
的关怀与思考。

改造工作始终紧贴居民生
活。在美化城市的过程中，亚丽

也和周边的邻居们建立起了情感
连接。

一位老奶奶主动把自家门面
的钥匙留给亚丽，方便她存放颜
料、滚筒刷等绘画工具。而亚丽
和团队也在离开前，抽空帮奶奶
的门面涂上了彩色以作答谢。

在社区改造现场，细心的亚
丽曾留意到，常有居民坐在路口
的几个石墩子上休息。她就把墩
子画上了笑脸，还自费买来几把
彩色小椅子摆在街头，与“笑脸墩
子”相配。亚丽说，这些都是方案
里没有的内容，但她愿意自掏腰
包给社区改造增添点睛之笔。

去年国庆假期，保卫里迎来

了第一批拍照打卡的网红。那段
时间，亚丽每天睡前都会特别留
意社交媒体上网友发布的打卡照
片和视频，她甚至会刻意点开一
些大V和网红的评论区，在海量
留言里找寻大家对于保卫里改造
的真实评价。

不少人留言：“欢迎来我苗圃
打卡！”“这里就在我家楼前！”“好
羡慕住在那里的人”……想要读
出这些文字中透露出的欣赏之情
并不难，看到墙绘作品被大众认
可，亚丽感受到了莫大鼓舞。

亚丽觉得，艺术来源于生活，
最后也该走回公共空间，使艺术
与居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华丽变身 老旧社区经过改造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经“城市美容师”之手改造的
街角，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网红打
卡地。保卫里位于湖南衡阳珠晖
区苗圃街道，始建于上世纪五十
年代。原先，这里是铁路公司的
家属房，如今，来这里拍照的行人
络绎不绝，途经此地的每个人都
被浓浓的多巴胺气息所吸引。

在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保
卫里”，更是铺天盖地的扫街打卡
照。许多网友直接化身宣传大
使，为保卫里带来一波又一波的
人气与知名度。

保卫里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归
功于改造项目的总设计者———

“街头美容师”亚丽。这是她和工

作室成员辛苦一年多的成果。
刚接到政府的保卫里改造项

目时，亚丽首先做的是敲定设计
方案。过去，她也和政府有过合
作，不过做的都是二十四孝等文
明创建类的文化墙。这一次，她
决心“画点不一样的”。

“保卫里虽然是老街区，但小
巷子很漂亮，我们希望融入一些
网红元素，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打
卡。”亚丽在小区入口处的彩色阶
梯处喷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春风十里不如悦己”这些热词，
又在阶梯旁、电线杆上画上了颗
颗红心。

亚丽说，其实，这次对保卫里

路口和街区沿途的改造已经是项
目的第三阶段。在此之前，她的
工作室已经让小区老旧房子墙
面、小广场、阶梯和一个通道入口
完成了“华丽变身”。

现在的保卫里焕然一新，沿
着老街缓步而上，鹅黄色的矮房
子连成片，阳光下的木窗棂微微
泛红，抬头便能望见蔓出房檐的
爬山虎，一切暖意绵绵。

最引人注目的，还要数那些
跃然墙上的五彩缤纷的图案和艺
术字。每向前几步，就会被“至少
要见面上万次”这样的话语轻轻
击中。

“城市美容师”亚丽

橘子在公园步道上的
创作。

保卫里
手绘地图墙

橘子负责涂鸦的电箱。

美术系师生下乡提供“墙绘”服务

这个暑假，来自河北师
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张
育宁老师，带着19名“00后”
学生走进张家口市黄家梁
村，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这次社会实践为期10天，任
务艰巨。

“村书记曾咨询过专业
的墙绘设计公司，村里需要
画的墙面有上千平方米，至
少需要15万元。”张育宁介绍
说，黄家梁村是河北师大的
定点扶贫村庄之一。这一
次，以暑期实践为契机，村委
会负责提供食宿，张育宁带
着 学 生 们 无 偿 为 村 里 做
墙绘。

实践项目正式启动前，
张育宁曾去村里考察。在她
的印象里，村庄整体环境比
她预想的整洁：小广场、小公
园这样的公共空间不止一
个；城市里难得一见的天然
泉水汩汩涌出；主干道两侧
的砖房墙面全都喷成了白
色，即便没有彩绘，也已十分
美观。为了追求远观村庄的
最佳视觉效果，张育宁思来
想去，还是决定把白云、花
草、鸡鸭等乡村景观化为图

形，并填上大片鲜亮的颜色，
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到黄家梁村做墙绘，是
学生们第一次走出课堂参加
社会实践类学习。当墙绘的
进度快到自家门前时，村民
便会紧张起来，主动向村书
记打听：“准备往我家墙上画
个啥？”张育宁了解到，村民
们其实对这些画在墙上的字
画有自己的讲究，“他们既担
心我们的画会违背喜庆吉祥
的传统风俗，又怕我们画得
太前卫、太现代，他们不能接
受。”

好在这些都在前期规划
设计的考量中，等看到学生
们的笔下出现轮廓，蓝天白
云土地都有了颜色，两只凤
凰开始在绚丽的彩云中振翅
起舞时，村民们都会露出一
副仰慕的神情，忍不住笑着
凑上前去夸赞，“画得真像！”

还有村民会主动跑来问
学生们，能不能再给自家画
个福字、花瓶、蝴蝶……张育
宁说，这些要求虽不在墙绘
范围内，但同学们也都一一
帮村民们实现了愿望。

据《北京青年报》

■ 社会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