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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新视角

步行5分钟到幼儿园、文化活动站，10分钟到菜
市场、卫生站，15分钟到派出所、商场……社区生活
圈正逐步从图纸上落到现实，切切实实提升群众的幸
福感。

国外一些城市很早就开始探索社区生活圈的
建设。以新加坡为例，当地超 80%的人口居住在
公共住房即组屋。针对这一实际，新加坡政府兴建
了 100 多个邻里中心，分布在组屋区里。在邻里中
心，居民可满足就餐、购物等大多数需求，既方便
了居民生活，加强了社区互动，又让大城市有了“人
情味”。

中国对社区生活圈的探索与规划相对较晚，但已
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上海曹杨新村积极改造、修缮
旧住房，完善健身区、凉亭等配套设施，优化老旧小
区环境；广州蕉门河社区在改造时保留并凸显当地的
山水特色，打造舒适的亲水空间，结合绿道、碧道等
项目建设，让居民可以“推门见绿、出门见景”；长沙
化龙池社区致力于特色餐饮街、夜市一条街建设，吸

引和带动各地特色美食进驻，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
能尝遍不同的美食佳肴……在打造社区生活圈时不仅
考虑既有设施，也能结合当地实际，实实在在提升了
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

不过在实践中，尚存在一些不足。目前，社
区生活圈的概念主要在一二线城市落地，中小城
市、乡镇等社区生活圈的建设明显滞后。尤其是农
村学生，大多数仍要去附近乡镇、县城上学。来回
距离远，只能选择在学校住宿。即使在城市里，由
于简单按人口划分社区并配置同等公共服务设施，

没有考虑不同社区年龄结构、需求结构差异，导致
社区配套设施供需不相匹配。此外，国内大部分城
市存在商务区、住宅区等各个功能区之间泾渭分明
的现象，社区生活圈无法全面覆盖，市民每天仍需
在居住地与办公地之间往返，通勤成本高。可见，
当下社区生活圈的建设仍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
现象，仍有不少居民还未享受到社区生活圈带来的
便捷。

让社区生活圈惠及更多群众，一方面需要城市规
划者破除老旧思维。既要遏制城市“摊大饼”式无序扩

张，在新建地区统筹配套设施建设，又要淡化城市里
不同功能分区界限，减少人群流动，缓解交通压力，
让社区生活圈成为医治“城市病”的一剂良药。另一方
面，在乡村地区需继续兴建文化服务站、文化活动室
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不同村庄间的基础设施共享使
用。同时，打造宜居乡村，留住乡愁。

城镇化进程方兴未艾，乡村也呈现出新的形态。
如何让社区生活圈在城乡空间结构、人口结构之“变”
中，保持造福百姓的初衷“不变”，考验着规划者的耐
心与智慧。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社区生活圈将造福
更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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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社区生活圈规划
技术指南》 对社区生活圈做了明确定义：
在适宜的日常步行范围内，满足城乡居民
全生命周期工作与生活等各类需求的基本
单元，融合“宜业、宜居、宜游、宜养、宜
学”多元功能，引领面向未来、健康低碳的
美好生活方式。

宜业、宜居、宜游、宜养、宜学，社区
生活圈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吃与住的地方，而
是居民享受生活、同时满足物质与精神需要
的聚居地。

打造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
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
单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区为中国
疫情防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保障了社
区居民基本生活。

但社区并不仅仅是居民住的地方，还
应该承载更多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不断提
高 ， 从 1978 年 的 17.9% 增 加 到 2021 年 的
64.72%，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已经超过 9 亿。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打造社区生活圈，就是
为了让居民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生活。

“2010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下
半场。城镇化的上半场是以建设为主，城市
的主要特征是生产性的。进入下半场，中
国的城镇化将转入服务为主，主要特征转
变为生活性。”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李志刚说。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城市，工作之余，
消费行为也不断增多，这就需要有更好的配
套设施和周到服务。打造社区生活圈的目的
正在于此。“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城市更新等
行动提升城市品质，为人民群众营造更高质
量的城市生活。

社区生活圈的营造同样也是完善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需要。在现代
城市，人口和资本加速流动，紧张的工作
节奏有时会使人产生疏离感和漂泊感。高
品质社区生活圈的打造是为了建设美丽城
市、美丽家园，“宜业、宜居、宜游、宜
养、宜学”的目标可以使居住在社区中的居
民找到家的感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靳戈
表示，社区生活圈践行的就是“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通过
打造生活圈，能够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
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
有宜居、弱有众扶，可以极大加强居民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达到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目标。

社区生活圈并非中国独有。法国巴黎就
提出“15分钟城市”的概念，并着力推动这一
概念成为现实，在居民家附近就能满足一切
日常需求，通过步行或骑行 15 分钟就可以
上班、购物、运动。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
米兰、加拿大渥太华和美国西雅图等城市也
效仿巴黎的做法，提出相应计划。“从全球来
看，包括中国在内，都在强调社区，希望人
能够回归社区。”李志刚说。

全时段全年龄友好的生活圈

曹杨新村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它始建
于 1951 年，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曾

居住过 200 多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这里承载了上海人民的许多记忆，多次荣
获国家级荣誉。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空间结
构变化，曹杨新村面临着城市更新的艰巨
任务。

老旧小区改造势在必行，但眼界不能只
局限于改造小区，而是应该围绕老旧小区改
造，完善周围基础设施，打造一个全新的社
区生活圈。

曹杨新村首先对旧小区进行住房成套改
造或者综合修缮。其次，是以 15 分钟生活
圈为目标，以百禧公园、环浜、桃浦河构成
的公共开放空间体系为基础，串联曹杨公
园、枣阳公园、兰溪青年公园等重要公园绿
地；以沿线驿站复合社区服务功能，建设
百姓客厅、自然课堂来丰富活动体验，弘
扬新村传统文化；着力提升改造一批高等
级文化设施，形成贯通开放的河湖水网、

多彩可及的公园绿脉、十全十美的美好生
活圈、深入民心的宜居品质和美观亮丽的
公共环境。

以曹杨新村的北枫桥园为例，向南步行
2分钟即是曹杨公园，公园中老人、学生居
多，散步、篮球等活动随处可见；向北3分
钟是武宁片区党群服务中心，中心一楼有
社区食堂，方便社区居民，而且对老年人
有优惠。

曹杨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许春辉表示，
将持续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不断丰富公
共服务设施布局和美好生活空间打造，蓄势
赋能城区高质量发展，构建宜居的空间体
系，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满意感、幸
福感。

2019 年起，上海选取 15 个试点街道全
面推动“社区生活圈行动”。上海市 2035 年
总体规划提出，以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作

为上海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的基
本单元，配备较为完善的养老、医疗、教
育、商业、交通、文体等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目前，上海市已完成 180 余个项目落
地，还将进一步扩大全市覆盖规模。

不仅是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
市在推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也在着力打
造社区生活圈，或是 15 分钟，或是 5-10
分钟。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对城市社
区生活圈的基础保障型服务要素做了规
定，包括夯实社区基础服务、提供基层就
业援助、保障基本居住需求、倡导绿色低
碳出行、布局均衡休闲空间、构建社区防
灾体系等。

“社区生活圈是一个方便、舒适、和谐
的场景，它既服务上班族，也服务老年人，
还要服务幼儿、学生等。每个年龄段都可以

找到相应的服务要素。”李志刚说，社区生活圈
就是一个全时段、全年龄友好的生活圈。

健康舒适文明的居住环境，全年龄段
关怀的配套设施和智慧服务，就业服务无
距离，社区休闲空间丰富多样无处不在，
休闲空间体验多元，丰富充足的学习体
系，全生命周期的康养生活，老有所养，
全时段健康服务等……社区生活圈不仅展
现的是一个城市的硬实力，同时展现的也
是城市的软实力。

因地制宜，满足人民需求

城市是人的城市，只有在建设过程中不
断满足人民需求，为人民提供更健全的基础
设施，更全面的生活服务，城市才是真正的
美好聚居之地，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城
市，增强发展活力。

中国城镇化已经吸引了大量人口进入城
市，下一步就需要让这些新市民能够真正住
得好、留得下，把城市当成家一样。

但在推进城市建设、打造社区生活圈
的过程中，许多城市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靳戈列举了一些：比如整体设施配置不充
分不平衡，养老设施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挑战，交通路网建设滞后于庞大的人口需
求，文化设施无法匹配社区居民高涨的文
化需求以及人口的差异化需求难以得到有
效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差异较大，城市的硬实力存在差距。
同时各个城市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础
设施水平都不相同。在推进社区生活圈打
造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有序实施。”靳戈
表示。

李志刚具体阐释了因地制宜的内容。比
如一个城市的新建城区或者新建社区，就可
以相对高起点地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来做设
计、编制规划，在相关设施的配置上起步可
以高一些，同时注重住宅与周围环境的相配
套。而对于旧城区、老旧小区等，就要注重
注入更新的城市理念，在存量优化上下工
夫，对旧城、旧厂、旧村进行潜力挖掘，

“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城
市更新工作，需要和社区生活圈打造结合起
来，整体设计，系统推进。”

打造社区生活圈，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思想。说到底，社区是为人服务的，
只有居住在社区中的人满意，社区生活圈才
算是成功。

这就涉及到社区治理。许多老旧小
区，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
管理，有的小区都没有物业。政府、街
道、社区、物业、业主之间没有形成一
个良性的互动，甚至业主邻里之间也缺
乏沟通。

李志刚建议，在推进社区生活圈建设
中，要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尤其是吸引公众
参与进来，让大家共同为生活圈的建设出谋
划策、贡献力量，这样有效联动起来，才会
最终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

打造社区生活圈中，社会和市场的力
量也需要被重视。政府可以在基础设施等
硬件上发挥主导作用，但对于生活圈的软
件，比如规划、管理等，可以引入社会或
者市场力量，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充
分发挥其在规划、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把社区生活圈打造得更完美、更舒适，
让社区成为居住在其间的居民真正认同
的家。

宜业、宜居、宜游、宜养、宜学——

社区生活圈便利居民
本报记者 张一琪

“这么好的书房就在家门口，随时都能
带孩子来这里看看书，享受亲子阅读时光。”
浙江省余杭区双溪村村民白雅琪感慨。她说
的书房，是余杭区精心打造的径山书房，为
周边居民提供了一个读书休闲的场所。不仅
仅是阅读，径山书房还不定期举办径山茶

宴、南宋点茶等“宋韵杭式”特色体验活动，
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播场所。

近年来，许多城市开始着力打造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以 15 分钟步行范围
为空间尺度，配置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的各
项功能和设施。

位于四川省成
都市一环路南四段
与兴蓉街交叉口的

“高新24小时城市
书房”,吸引众多读
者和游人前去参观
体验。

刘国兴摄
（人民视觉）

天津市南开区依
托 鹤 童 老 年 福 利 协
会，在航天北里社区
成立“爸妈食堂”，持
续为 20 余名高龄、空
巢、处于困境的老年
人提供为期 1 年的免
费午餐服务。图为工
作人员为老人们端上美
味佳肴。

王英浩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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