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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各类社会主体、居民的参与热情调动起来”

15分钟能做什么？在全国很多城市，居民从家步行出发的
15分钟范围内，就能享受到活动中心、诊所、药店、健身点、市场、
公园、养老院等场所提供的服务。

这种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步行15分钟左右为服务半
径，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和品质消费为目标的“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畅通了城市经济的“微循环”，也给
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满足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
均衡性和可及性。在很多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在成为满
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何进一步提高便利化、标准化、智
慧化服务水平？未来如何更好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记者采访
了一些街道、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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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城市着手打造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生活圈里，诊所、
学校、药店、健身点、市场、幼儿园等
一应俱全。自去年商务部等 12 部门发布

《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
意 见》 以 来 ， 全 国 “ 一 刻 钟 便 民 生 活
圈”试点地区达 80 个，“家门口消费”持
续升温。

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便利。城市是人
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载体，更是人们居住生活的重要
场所。城市需要大型商业综合体、购物中
心等，也需要社区商圈满足周边居民日常
所需。倘若身处一座城市，买菜、理发、
看病等都要坐车跑到好几公里之外，这势
必影响市民幸福感提升。“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的打造，为群众的衣食住行划定出舒
适半径，有助于回归生活本质，提升城市

“烟火气”。
促进消费，推动消费升级。便民生活

圈与民生经济密切相关，打造更多的“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是畅通经济“微循
环”、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有力举措。从优
先配齐菜市场、美容美发店、药店等基本
保障类业态，到因地制宜引入各种新业态
新模式，群众身边商业网点布局不均、业
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广大
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生活品质方
能日益提升。

一年多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也要看到其
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的生活圈市场里菜
肉价格偏高，居民宁愿多走几步去更远的
地方买菜；有的地方在城市规划建设和老
旧小区改造后，修鞋、修车、配钥匙、改
衣服等“小修小补”的摊点没了，给居民
生活带来不便……问题的背后反映出一些
地方在打造便民生活圈时不够精细。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建设便
民生活圈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

建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须注重精细
化治理，其中的着力点首在问需于民。
比如，很多居民对“小修小补”类摊点
有 需 求 ， 是 否 能 在 租 金 、 税 收 等 方 面
对 该 类 摊 点 事 先 做 出 制 度 设 计 ？ 只 有
充 分 了 解 群 众 的 现 实 需 求 ， 以 群 众 需
求 为 出 发 点 、 落 脚 点 ， 才 能 有 针 对 性
地 规 划 布 局 ， 真 正“ 圈 ”出 老 百 姓 的 幸
福感。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部分提出，必须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
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重点，不
仅在于“一刻钟”的时效，更在于“便
民”的实惠。在生活需求从“有没有”
转向“好不好”的当下，人们消费也越
来越注重品质。便民生活圈建设要符合
市场规律，引导差异化、特色化经营，更
加重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通过拓展智
能体验、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丰富便民生
活圈应用场景，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更精细化地打造便民生活圈
史志鹏

购物、养老、托育、休闲……多种服务在步行范围内就能享受到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小 生 活 大 幸 福
本报记者 彭训文

“生活里很多事在家门口就办了”

“现在出门不到5分钟就能买到菜，价格比超市便宜。”北京市朝
阳区呼家楼街道呼北社区居民周颖退休后，经常光顾家门口的社区便
捷服务综合中心。周颖说，这里不仅有新鲜便宜的蔬菜，还有可以给
车充电的自行车棚，快递收发室，能修鞋、缝补衣物的裁缝室，“生
活里很多事在家门口就办了，很方便”。

在社区便捷服务综合中心建成前，这里还是一个闲置自行车棚。
由于社区建成时间较长，很多商业配套设施不足，而一些既有资源处
于闲置状态。

经过两次召开居民议事会征求建议和意见，呼家楼街道工委办事
处提出建设社区便捷服务综合中心，并明确了“要素集约、布局合
理、服务优质”的改造目标和“互联网+品牌商+社区服务”的建设
思路。

呼北社区内的闲置车棚成为社区便捷服务综合中心试点改造项目
之一。据呼北社区工作站站长孙利介绍，中心规划了维修区、自行车
智能停车区、裁缝室、蔬菜水果区、代收代发室和智能快递柜等区
域，引入国安社区、邮政便民等服务商，实现了“衣食住行+健康”
的项目配置，有效满足了居民各项生活需求。街道、社区还定期组织
党员、医生、教师等开展“社区特色服务大集”“社区服务日”等活

动，为居民提供讲座、义诊、亲子课程等服务。
呼北社区的实践是中国城市近年来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的一个缩影。2021年5月，商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等 12 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的意见》，提出“十四五”时期在全国选择条件成熟的
城市开展便民生活圈试点，并在 2021 年 10 月和今年 8
月先后确定了 30 个和 50 个试点地区。目前，两批 80
个试点地区共推动建设1106个便民生活圈，涉及商业
网点 21.29 万个，覆盖社区 2000 多个，带动就业约
180万人，服务社区居民2300多万人。

便民生活圈建设给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在上海，去年新改建早餐网点 2577 个，25 家智慧
菜场建设初具成效。在福建省厦门市，便利店不仅
增多了，40%的便利店还 24 小时全天候营业，一些
店还推出鲜食、药品、便民服务站等多维度服务。
在河北石家庄市菜鲜生市民生活服务中心，除了丰
富的肉蛋蔬菜，餐饮、家政、维修等生活服务也一
应俱全……

“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社区。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是契合百姓生活需求的微民生微服务，打造全龄友好
型便民生活圈正在成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趋势。”北京
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晓壮说。

“坚持以人为本规划社区生活圈”

“水从城中流、人在园中游。”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博湖县县城开都河东岸，68岁的居民摆少华和街坊喜欢在家门
口的百信休闲公园里跳舞、散步。

在这里住了 30 多年的摆少华仍记得，公园建成前这里是棚户区，
房屋破旧杂乱，一下雨到处都是积水。经过改造，这个公园成为开都
河生态文化旅游景区的一部分，路灯明亮、绿树成荫、一步一景，“很
多来博斯腾湖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打卡”。

“为了让居民出门步行不到十几分钟就能欣赏到碧水、绿地美景，
博湖县近年来将全域旅游的规划蓝图落实到博湖大地上。”博湖县住房
和城乡规划局局长王志祥说，通过科学规划打造的开都河生态文化旅
游景区，将博湖县城与博斯腾湖景区连成一线，还构建起景观带、滨
河休闲区、文化体验区、河滨娱乐区、水岸花田乐活区、综合服务区
等功能区，整个博湖正在成为一个宜居、宜游、宜业的生态大公园。

社区生活圈衔接了“家”和“城市”，进行科学规划非常重要。近
年来，各地在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过程中，纷纷在规划下功
夫。例如，四川成都关于加快发展城市首店和特色小店的实施意见提
出，支持传统特色小店开设和改造提质；陕西西安出台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建立市、区、街道、社区“四级”
联创机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化、体育、公共绿地、交通市
政……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近年来编制了首都10余个公共服务
设施专项规划，参与制定了历次版本的 《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指标》，保障了首都社区生活圈的高质量与可持续规划建设。

“坚持以人为本规划社区生活圈，立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通过
优化供给结构和强化资源配置来拓展服务范围、强化服务能力，实现
社区生活圈品质提升。”该院详细规划所副所长徐碧颖平时还担任北
京市丰台区右安 门 街 道 的 责 任 规 划 师 。“ 街 乡 社 区 怎 么 规 划 设
计，城市公共空间如何改造提升，我们都要对居民和参与市场主
体进行广泛调研，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盼，才能收获令大家满意的
社区空间。”

徐碧颖认为，一个优质的社区生活圈应当具备3个特征：一是全龄
友好。能根据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差异化生活要求和心理需求提供更加
精准的社区服务。特别是建设儿童友好型和老年友好型社区，对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意义重大。二是全时便捷。基于
对社区居民时空行为的分析，优化设施布局，提供更加复合便利的城
市服务。三是全民共创。注重社群培育与社区营造，充分调动居民参
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切实拓展共同商议、共同决策的事务类型与深
度，鼓励居民以主人公意识建设宜居社区。

“这饭菜还热乎着呢，辛苦你
们给送来。”在河南省汝阳县城关镇
杜康社区，独居老人李阿姨向前来
送饭的“康管家”志愿服务队员连
声道谢。

杜康社区老年人较多，对于一些腿脚不方便、
年纪较高的老年人来说，用餐成了一个问题。经过
调研，杜康社区决定引进社会企业开办社区老年餐
厅、推出平价饭菜，还成立“康管家”志愿服务
队，义务为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

“打造便民服务圈，不仅要完善各项便民服务设
施，还要把各类社会主体、居民的参与热情调动起
来。”杜康社区党支部书记董可旭介绍，社区创办了

“康管家”服务站，成立淘气宝、洁与捷等 7支志愿
服务队，为居民提供代购配送、家电维修、清洁保
洁、邻里纠纷调解、少儿托管、老人送餐等志愿服
务；还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设置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和“乐养居”老年照料中心，通过自愿报名、社
会招募等方式打造教师队伍，为居民提供书法、绘
画、舞蹈等公益培训。

随着各地便民生活圈建设步入新阶段，互联网
赋能和实体商业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极大满足了居民
的个性化需求。

在京东到家平台，居民在手机上“逛”实体超
市“云店铺”，选择商品完成支付后，配送服务商
很快把商品配送上门。“目前入驻平台的全品类零
售门店已超 18 万家，提供的‘手机下单、1 小时送
达’服务覆盖超过 1800 个县 （区、市）。”京东到
家平台相关负责人说。

对于未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李晓壮

建议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微民生微改革、形成微政策；
加快制定社区生活圈规划指南，推
进政策集成、功能集成、服务集

成；适应城市服务设施发展和数字化趋势需要，依
人、物、地、产、景要素，因地制宜、分类规划，
满足不同年龄群体个性化、品质化需求。

优质的社区生活圈与多样的功能、便捷的交通
出行以及多元的服务供给等密不可分，这是国内外
的基本共识。比如法国巴黎近年来提出“一刻钟
城市”目标，确保居民能以步行或自行车的方式
在离家 15分钟内实现购物、休闲、学习、就医与工
作等多样性的生活需求。

徐碧颖建议，充分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的
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
营”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新模式，有效提升空间资源
利用水平，增强社区服务供给能力。

▶河南
省汝阳县城
关镇退休教
师 马 兰 芳

（中）在杜康
社区教居民
画画。

杜康社区
供图

◀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贺
州市八步区江
南街道办，市
民在电子税务
局自助体验区
自助办税。

黎豪图摄
（人民视觉）

◀安徽省
淮 南 市 高 新
区 居 民 在 干
净整洁的邻里
中心农贸市场
买菜。

陈 彬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