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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来 的
“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
生活新体验？

《宁夏回族自治区推进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
动工作方案》提出：坚持“问需为
民、问计于民”“缺什么、补什么”

“因城施策、一圈一策”原则，补
齐基本保障类业态、发展品质提
升类业态，优化商业网点布局，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将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成保障和
改善民生、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
要载体。

方案提出，按照 2024 年底
前不少于 70%的地级市，2025年
底前全部启动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的步骤，推动全区
各地在主城区形成一批布局合
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优
质，智慧高效、快捷便利，规范有
序、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圈，试
点社区居民综合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去年 11 月，自治区商务厅
组织五市商务主管部门和部分
重点企业，赴杭州、西安、南京、
成都等地调研，为宁夏全域建设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取经。
“通过实地观摩学习和座谈

交流，更直观感受、深刻体会到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在服
务保障民生、满足美好生活需求
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各地在开

展便民服务、升级商业模式、打造消费场景等方面
的丰富经验和先进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
鉴。”自治区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负责人班艳蓉在
考察学习中收获良多。

“必须把顶层设计与问需于民相结合，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结合各地实际，统筹优化
社区商业网点布局，因地制宜把居民的需求清单
转化为工作清单。”班艳蓉说。

据介绍，未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重
点发展“一店一早”，如社区商店、早餐店，补齐“一
菜一修”，如菜市场菜店、小修小补等，服务“一老
一小”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型业
态。同时，支持有条件的试点社区向多样化、高层
次的品质提升类业态进阶。在培育社区商业与生
活服务的基础上，逐步融入政务、文化、医疗、健
康、法律等各类拓展性服务。打造线上线下深度
融合、多元业态融合创新的便民服务体系。坚持
业态提升、场景营造与地方记忆相结合，构建有烟
火韵味的亲民惠民便民场景。

随着“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在全区全面铺
开，未来各地将呈现各具特色的社区生活新场
景。自治区商务厅将推动试点孵化培优，力促
生活圈建设在五市高质量开展。支持银川
市、中卫市深化国家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城市建设，吴忠市开展自治区级试点建设，
鼓励石嘴山市、固原市结合实际，尽快启动“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工作。通过高位推动、建强
机制、创新模式、发展服务共享场景，提升居民生
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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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的目

标，是使得每种业态与居
民需求有效对接、动态调整，使

种类、面积、位置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
消费习惯相匹配。

虽然每个社区实际不同，居民人
群不同，但是否让居民满意，是衡量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成效始终不
变的“金标准”。问需百姓，记者在走
访中听到了不少建议。

70岁的王大爷家住银川市兴庆区。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展，王大爷发现，过
去在街头随时能找到的“小修小补”很少
见，家里的物件坏了、破了无处修补，只
能丢弃。一直很节俭的王大爷建议，能
否把这些消失的小摊安置在需求最为
集中的社区，既给这些老手艺人找到
落脚点，也能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减少
不必要的浪费。“建议由社区牵头，将
修鞋、开锁、配钥匙等居民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服务引入，规范经营，也更加方
便老百姓。”王大爷建议。

家住银川市金凤区怡馨园的周桂
芳建议，现在家门口的超市比较多，但
社区周边的早市、农贸市场、菜市场却
越来越少。“希望社区周边能多一些菜市
场、小摊，让购物有更多选择”。

“现在，社区建设得越来越漂亮，
但不能只有高大上，少了接地气。建议今后多兼顾
不同收入群体的社区配套和服务，体现公益和惠
民，降低生活成本。”家住贺兰县的居民齐欣说。

“90 后”郑子阳对社区数字化建设更感兴趣。
他提议，“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还要加强智慧建
设，在社区周边聚集各种服务，建议社区引进小程
序技术应用，方便居民线上下单实现就近配送，享
受掌上便民服务。

由此可见，居民对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
期待，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记者发现，
对于很多市民来说，15分钟路程，意味着行动成本
的降低，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坚持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相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便利服务，将为
更多居民带来舒适、便捷、温暖的城市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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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宁夏已经建成 25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些“生活
圈”给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且随记者一起去探访。

枫林湾小镇：打造家门口的品质生活

在建发枫林湾小镇东门口的篮球场，记者遇到 75岁的付金
明大爷——每天来这里打篮球，是他的固定节目。

付大爷回家必经一条商业街，两侧是多层商铺，餐厅、药店、
干洗店、幼儿托管中心、社区餐桌、图书借阅室、社区会议室等一
应俱全。“住在这里生活方便，早晚去小公园散步，下午打球健
身。还能跳舞、下棋、参加老年演出，我和老伴在这里养老很安
心。”付大爷满足地说。

春节期间，住在枫林湾小区的影迷李子琪，在家门口就过足
了电影瘾。一家影院在春节前期正式营业，与社区运营方邀请
知名院线入驻投资，周边居民在此可享院线电影资源。

“枫林湾小镇，可以说是在一张白纸上起笔描绘，从开发建
设之初，即对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要求来规划设计，赋予社
区型商业街区的基因。”枫林湾小镇项目总经理黄乐介绍，商业
街地上地下建筑面积近 8万余平方米，建成后，运营方枫林湾小
镇项目办通过“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营销、统一管理”，引进
餐饮美食文化类、生活配套、娱乐健身体验类商户 65家、经营品
牌 80余个，将商业与便民需求精准对接，完善消费场景，打造家
门口的品质生活。

建设之初，枫林湾社区商业街区按照辐射周边 20万至 30万
人口的规模规划设计。“从地下公共车库的使用情况、餐饮店就
餐群体分析和周末商业客源等数据看，非枫林湾小镇的居民占
到 50%以上，经过近三年的运营，现在商业街已成为周边社区居
民的活动聚集区。”黄乐对照着电脑上密集的数据说。

兼顾商业和便民服务，是枫林湾社区商业街区打造的关键
点。据介绍，枫林湾社区通过开发和拓展社群，组织举办城南惬
意生活节、枫林晚市、乐堡啤酒节等一系列宣传促销活动，营造
夜间消费氛围，街区销售收入和客流量逐年提升。2023年，街区
完成销售 2.6亿元。枫林湾小镇商业街区成为银川城南区域集
微旅游、文化、休闲、住宿、购物、娱乐、餐饮于一体的特色商业项
目，被自治区商务厅授予“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自治区级流
通惠民项目—特色商业街改造提升项目”等称号。

清水湾社区：提供便民暖心服务

春寒料峭，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清水湾社区办公所
在大楼，一个帆布门帘后，不停有居民进进出出，有人提着透
着热气的盒饭出来，为这座略显陈旧的大楼平添几分烟火气。

到了中午饭点，食堂里座无虚席，老年人居多。有人自带餐
具打饭，也有人买了盒饭回家吃。“这里的饭菜可口，量也实惠，

我们两个人，一顿饭两荤一素一汤，15元。”74岁的陈志国老人与
老伴，是这里的常客。从陈志国家到这里，步行可达。

穿过食堂侧门，进入清水湾社区服务中心大楼，“便您生活
铺”的字样格外醒目。生活铺里，配钥匙、缝衣服、清洗锅底等

“小修小补”的传统业态一应俱全。此外，楼里还集纳了“悦来悦
兑”积分超市、共享自习室、共享茶吧、百姓健身圈、社区会客厅、
奇遇科普室等功能室，大人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

清水湾社区管辖 7个住宅小区，是一个集商业开发小区和拆
迁安置区于一体的混合型社区，现有居民近 15万人。“建设‘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需要立足实际，精准找到居民需求和社区治理
之间的平衡点，兼顾便民与惠民，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
务。”清水湾社区副书记李小芳说，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补齐
服务短板，目前社区实现了办公有场所、活动有场地、学习有去
处，满足居民多种需求，提供便利的社区服务。

通福家园社区：构建“美好生活共同体”

在金凤区通福家园社区，一张图片挂在醒目位置：图中，以该社
区为圆点，向外画出辐射圈，清晰标明一公里、三公里、五公里内的
公共服务场所和设施。精神文明专干杨静介绍：“我们每天对照着
这张图查漏补缺，不断加密辐射圈内的服务项目和各类业态。”

经改造完善，2000多平方米的办公楼是通福家园社区的活
动阵地，取名邻里中心，设有便民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青少
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早教中心、科普学堂、阅读自习室等，均
免费向辖区居民开放。

刚刚过去的寒假，每天早上，邻里中心 3楼都会传出孩子们
的读书声。通福家园社区开设寒假爱心托管班，孩子们聚在一
起朗读国学经典，尝试非遗手工制作。

“我一个人住，身体不太好，社区了解情况后，邀请我到邻里
中心和老姐妹们一起唱歌跳舞，我感到生活更充实了。”通福家
园社区居民马琴说，平日里在社区食堂就餐，还在社区看书、理
发、听秦腔……社区整合功能室和活动场地，以“课程表”的方式
管理实践活动，打造了一个设施“高颜值”、功能“接地气”、服务

“送到家”的完整社区综合服务站，以“公益+低偿”的模式运行，
努力构建社区美好生活共同体。

“便民生活圈的基本功能，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
提升品质消费，形成多业态聚集的社区商圈。”自治区商务厅流
通业发展处负责人班艳蓉介绍，当前，我区本着试点先行、示范
带动、逐步推开的原则，结合城市改造和更新等项目，结合各地
特色，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力求“一圈一策”“一街一品”，已建成
25个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样板
便民生活圈，逐步摸索业态引领消费创新、品牌创造多元价值的
路径，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要改善
住房，相比于他十多年前首次购
房只关注房屋价格，再次换房
时，他们一家对社区周边配套设

施的需求成了购房的重要参考值。有研究显示，城
市居民一半以上的日常消费支出，都集中在社区周
边 1 公里范围内，也就是步行 15 分钟的距离。因
此，“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代表时间尺度，更是
衡量生活便捷度与舒适感的“标尺”。

获得感和幸福感是衡量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
指标，而一个城市的获得感、幸福感来源于市民在
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求学就医、休闲娱乐的真实
感受。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面积在不断变
大，人口在逐渐增加，社会服务的需要越来越精细、
越来越多元和具体。如果把城市比作“有机生命
体”，那么不同的社区就是构成“有机生命体”的“城市
细胞”。从宏观看，创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城市优
化空间布局、补齐设施短板、丰富商业业态、创新服务
能力、增加就业岗位、促进消费的有效途径，而着眼微
观，便民生活圈的建设，正在实现从注重社区的“功
能性”到聚焦社区“人性化”的深刻转变。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事关百姓冷暖、民生福
祉，对于居民而言，近在咫尺的服务和实实在在的
便利，既反映了生活品质的提升，又折射出所在城
市的温度。城市不同、社区不同、居民群体不同，每
个社区生活圈的调性和消费需求也自然不同。因
此，要把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为一项长期的
民生工程。需要各地拿出“绣花功夫”，用足细心、
耐心和巧心，以居民需求为根本，切实打造一批“特
色服务圈”和“居民幸福圈”，牢牢圈住居民的幸福
感，让居民感受到家门口就是“生活圈”，家周边就
是“幸福圈”，让幸福生活触手可及。

让幸福生活触手可及
姜 美

枫林湾商业街，夜市丰富夜生活。 清水湾社区悦享自习室，假期学习有去处。（资料图片）

通福家园社区老年人活动室。

编者按
2024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走在全国
前列。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指以步
行15分钟可满足居民生活需求而划分的
居住区范围，使居民抬脚可达、抬眼可
望、触手可及——不仅有满足基本生活
所涉及的菜场、超市、便利店、快递站点
等，还有教育、医疗、娱乐、健身、养老、政
务服务等配套。

我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成
果如何，未来将如何发展？本报记者实
地走访，倾听建议，了解需求，连线政府
主管部门，共同推进“生活圈”成为居

民生活的“幸福圈”。

短 评

对准建设“圆心”

从心出发“圈”住居民幸福感

清水湾社区搭建“便您生活铺”，
集纳“小修小补”，服务居民日常生活。

步行步行1515分钟的美好半径分钟的美好半径
——我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观察

本报记者 杨 娟 文/图

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
街道通福家园社区街道通福家园社区，，便民生便民生活活
圈建设一目了然圈建设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