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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不出“圈”的幸福生活

早晨下楼参加民乐队排练，中午到“长
者食堂·学堂”用餐，下午与邻居切磋棋艺。
这是福州鼓楼区洪山镇凤湖新城二区居民
林建秋的一天。每周还有志愿者为老年人
免费理发。如果有需要，拐个弯就到健康小
屋，慢性病患者可复诊开药。

这些活动，都集中在社区总面积 1056
平方米的邻里共享空间里。改造以前，这里
只是杂乱的架空层。

不少居民一开始不理解邻里共享空
间 的 具 体 用 途 和 服 务 对 象 ，改 造 时 他 们
甚 至 提 出 反 对 ，谢 少 华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看到社区和居委会付出的努力，以及邻
里 共 享 空 间 投 用 后 的 实 际 效 果 ，现 在 我
要为它点个大大的赞！”谢少华说。

凤湖社区是典型的“村改居”社区，常
住人口超过 1.2 万，2007 年这一片经历了大
规模拆迁，如今居住在此的多是回迁安置
的居民。以凤湖新城二区为圆心，周边便利
店、超市、餐馆、五金店、理发店、银行网点
等基本保障类业态一应俱全，凤湖社区“一
刻钟幸福圈”惠及居民 3.3 万人。“这么好的
生活环境，过去可不敢想。”林建秋笑着说。

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试点城市，福州在 2021 年 10 月出台推
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工
作方案，把便民生活圈建设纳入市政府保
民生重点工程，将其建设工作推进情况纳
入市级绩效考核内容，计划 2021—2025 年
每年至少建成 10 个以上便民生活圈，试点
区域居民满意度达到 85%以上。

今年以来，面对群众就近享有多元生
活服务的需求，在便民圈的基础上，福州市
鼓楼区又提出打造 25 个集“医、食、托、行、
业、购、健、学、养、情”于一体、“多圈合一”
的“一刻钟幸福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和“一刻钟幸福圈”尽管叫法不同，但功能
是相同的。

在位于泉州市丰泽区中心片区的圣湖
社区，记者也找寻到了浓浓的烟火气。

从圣湖小区南门走向主街道丰泽街，
门口分布着几家配钥匙、改衣服、售卖农家
蔬菜的小店，只有几平方米，却大大增加了
居民生活的便利性。

从小区往丰泽街方向步行不远，沿街
百米内便有永相逢和元初食品两家连锁便
民超市、一家海鲜超市、两家理发店以及大
药房等。“要是碰上下雨天，这里很多商家
都会为居民贴心地准备雨伞等用具；超市
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岁数大的拿东西费劲，
只要不忙，就会主动帮忙送上楼去，很暖
心。”一位居住在圣湖社区的老人热情地向
记者介绍。

种类繁多却又如齿轮般相互咬合的
各种“小店”，共同拼成居民便利生活的大
版图。

“引进来”的服务同样贴心。今年 6 月，
在泉州市商务局等部门的指导下，依托圣
湖社区“党建+”邻里中心的服务平台，近
20 家家政企业走进社区，为居民群众带来

实用性的育婴、保洁等家政技能演示和家
电清洗等便民服务，向居民普及家政服务
的新理念和新知识，创造服务对接新空间。
这种服务平台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另
一种呈现方式。

“通过集中展示对接，好几家家政企业
现在已经正式进驻小区，有了驻点，家政服
务双方的信任感更强，更能确保家政服务
的就近便捷和有效供给。”圣湖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李茵茵介绍。

近年来，城市更新步伐加快、人们消
费水平提高，特别是在核心区商圈和区域
商圈，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但同时以社
区居民为服务对象的便民生活圈的建设
却相对滞后，仍存在网点布局不均、设施
老旧、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等短板。

有研究显示，城市居民平均约 75%的
时间在社区中度过，预计到 2035 年，我国
有约 70%人口生活在城市社区。城市社区
将越来越成为提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开
展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同时将越来越成
为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性
场景。

这一背景下，2021 年 5 月，商务部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在居民步行 15
分钟左右的范围内，建设可以满足日常生
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的多业态集聚的社
区商圈。

经过两年多试点，今年 7 月，商务部等
13 部门又研究制定了《全面推进城市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提出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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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明确，要努力把居民的“需求
清单”转化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满
意清单”。

一“圈”一策，“圈”出特色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伴随社区商
业发展而产生，一端连着社区居民，一端连
着众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联通经
济社会微循环的“毛细血管”。

福建省批发零售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
许安心教授分析，由于各地发展程度不同，
商务部提出“六个一”，即发展“一店一早”

（便利店、早餐店），补齐“一菜一修”（菜场、
小修小补服务）等。从福建原有基础看，便
利店、药店、餐饮等业态发展都比较成熟。
比如，“2023 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中，
厦门连续四年蝉联全国第一；福州则在全
国餐饮市场上有着“小餐饮之都”的美誉,
每年孵化的小餐饮连锁品牌不可胜数，这
些业态接下来重在品质提升，走品牌化、连
锁化、智慧化道路。政府部门可加大正向引
导和激励力度。

但还有一些需求也不该被忽视。比如
行动计划提出的服务“一老一小”（老年康
护、幼儿托管），也正在日益成为社区居民
的刚需。

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

打造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关键要
因地制宜，结合区域的特点以及优势，并将
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围绕居民需求做文
章，让“生活圈”更具特色。

圣湖社区辖区内有泉州实验中学、丰
泽区第二实小、圣湖幼儿园等较为知名的
公、私立学校，居民接送学龄子女上下学十
分便利。学府环立之下，社区着力打造“书
香圣湖”品牌，不仅有幼儿园到中学的“一
条龙”教育资源，还有较为完善的幼托设施
和丰富的老年课堂，“一刻钟便民精神文化
生活圈”为居民所津津乐道。

一个周四的早上，走进位于圣湖社区
“党建+”邻里中心的老年学校，正在进行的
合唱课上，20 余位年长者正在老师的指挥
下，齐声高歌。他们神情专注，有的还打着
节拍，当天的曲目是《我们共同的家》。

“平时送孙子上学也就 10 分钟左右的
路程，送完孩子正好过来上课，学书法、学
歌剧、学画画……课程很丰富。这边下课，
正好去接孩子放学，生活充实得很。”居民
李敏杰说。

李茵茵介绍，社区居民普遍人文素质
高，重视精神需求。从最初成立兴趣小组到
发展成泉州社区大学圣湖老年教学示范
点，如今的师资更专业，开设的课程达到 17
门。把优秀的老师请进“家门口”的学校，目
标不仅仅是便捷，更要注重课程质量，让居
民学有所感、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在李茵茵看来，“世遗之城”泉州，既充
满历史韵味，又饱含人间烟火气。一个个关
乎民生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也是泉州
城“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鲜活注脚。

无独有偶。
凤湖新城学龄前、学龄儿童多，近年

来，托育、幼儿园、托管、社区少年宫等多个
教育板块陆续落地。邻里共享空间内也打
造了少儿成长服务站，家长不出小区就可
以安心带娃。

资 源 的 引 入 ，离 不 开 福 州 市 鼓 楼 国
投下属的福州市润楼教育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润楼教育科技集团总经理林琳介绍，
以托育机构为例，结合辖区学龄前儿童多
的实际情况，凤湖社区引入鼓楼国投小茉
莉托育服务机构，为 6 个月~36 个月婴幼
儿提供灵活多样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除
了全日托以外，还有入托前体验、半日托
和临时托等形式，满足家庭多样化需求。
在社区支持下，场地租金成本较低，目前
托育机构最大支出来自教师工资。“在保
证质量的前提下，留下微薄的利润空间，
机构收费较市场价有一定优势，家长们还
是很欢迎的。”

通过走访，林琳发现，其实不少社区都
有闲置场地，但社区本身的事务性工作已
经非常多了。面对居民需求，如何通过第三
方力量，盘活闲置资产，通过低偿收费既服
务居民，也反哺社区？“结合鼓楼区眼下正
在推行的‘幸福圈’建设，我觉得我们还可
以有较大的渗透空间。”她说。

样板带动更多社区“出圈”

一个更大规模的“一刻钟幸福圈”样板
项目正在打造中——由福州市鼓楼区鼓东
街道与鼓楼区国投集团共同打造、旨在为
社区居民创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新
模式的“树兜幸福里”社区综合体的面貌，

正逐渐清晰。
临近中午，位于福州屏东路书香红墙

新苑的“树兜幸福里”一楼的长者食堂迎来
了陆续前来用餐的市民。升腾的热气里，包
笼仙、膳元食堂、清口清等连锁餐饮品牌以
档口形式进驻，颜色明快的用餐区，配备了
带扶手的餐椅和老年人专属用餐位。这里
不仅提供米饭套餐，还有本地特色的捞化、
包点、粥品等，营业时间从早上 6 点半到晚
上 10点，对所有市民开放，长者则可享受特
惠福利。

负责项目运营的鼓楼国投旗下的壹刻
钟城市运营公司总经理刘海波介绍，这家
长者食堂采取合伙人模式，公司作为运营
主体，不仅负责前期装修规划设计、对外推
广，同样负责对后续品质把控、餐厅现场管
理等。场地由社区无偿提供，也不向入驻的
餐饮商家收取租金，而是采取营业额抽点。
后者只负责派遣操作员工和档口出品，专
注于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为何选择对所有市民开放？刘海波解
释，这样可以吸引更多客流，保证一定的利
润空间，以提升项目的可持续性，老年人仍
是最终的受益者。

由于紧邻中小学，项目三、四、五楼则
规划为教育相关业态，同样由润楼教育负
责运营。

刘海波介绍，除了线下一栋楼，线上
平 台 依 托 鼓 楼 幸 福 通 小 程 序 ，提 供 社 区
团 购 、养 老 陪 护 、家 政 保 洁 、家 电 维 修 等
各类便民服务。

眼下，“树兜幸福里”仍在招募合伙人，
将成熟一个、开放一个，不断丰富便民形
态。“这对我们公司同样是个全新的业态，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复制的样板，让大家
知道幸福是切实可感的。”刘海波说，当然，
每个社区实际不同，必须制定差异化发展
思路。

省商务厅本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我
省已建成 196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其中
福州市 167个，厦门市 23个，泉州市 6个。

没有列入国家级试点的城市中，漳州
市、莆田市、龙岩市正积极整合商务发展
资金，推动社区商业业态创新、管理创新、
服 务 创 新 ，扶 持 社 区 开 展 多 元 化 改 造 提
升；三明市、南平市、宁德市、平潭综合实
验区也通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统筹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与社区商业网点协调发
展，大力组织开展便民生活圈建设。

对于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许安心认为，既要发挥政府规划的主导和
引领作用，也要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等主
体的积极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许安心建议，应合理规划商业设施，
大 力 发 展 社 区 商 业 ，为 便 民 生 活 圈 门 店
发展提供必要的载体，按照均衡化、便利
化 原 则 为 便 民 生 活 圈 门 店 发 展 提 供 空
间；坚持工作和生活融合，在产业集聚区
布 局 一 批 休 闲 娱 乐 、教 育 培 训 、医 疗 健
康 、美 容 美 发 等 生 活 服 务 特 色 小 店 。同
时 ，以 连 锁 小 餐 饮 、家 政 托 管 、大 众 茶 馆
等 福 建 特 色 业 态 为 辅 助 ，提 升 便 民 生 活
圈商业业态品质。

眼下，《福建省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3—
2025）》正在制定中。到 2025 年，我省有望
实现城区 80%以上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覆盖。百城、千圈、万企联动，美好生活
不用出“圈”，就能“出圈”。

“圈”内生活“近”享便利
□本报记者 郑璜

一刻钟，普通人行走 1000 米需要的时间。在这个时空范围内，居民
就能享受到基本生活所需，这便是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初衷。

2021年 5月，商务部等 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的意见》及试点方案，提出“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以来，我省福州、厦门、泉州三地先后入选全国试点，其余地市
也结合各自实际积极推进。

这个“圈”如何真正畅通消费“微循环”，解决生活“大问题”，“圈”出
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记者走访省内多地深入了解。

核 心
提 示

为进一步便利社区居民生活为进一步便利社区居民生活，，商务部商务部
组织开展的组织开展的““20232023 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节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节””
正火热进行中正火热进行中。。生活节期间组织的系列便生活节期间组织的系列便
民服务主题活动民服务主题活动““圈圈””出城市幸福体验出城市幸福体验，，各各
地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创建的创建，，正让老百正让老百
姓日常生活愈发高效便捷姓日常生活愈发高效便捷。。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老人在福州长者食堂内用餐老人在福州长者食堂内用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庆辉游庆辉 摄摄

福州鼓东街道树兜长者食堂福州鼓东街道树兜长者食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庆辉游庆辉 摄摄

为完善为完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功能功能，，福州市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学前教育福州市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学前教育，，以解决各社区以解决各社区 00~~33 岁儿童入托难的问题岁儿童入托难的问题。。
近日近日，，位于福州市东街口的新星托育园位于福州市东街口的新星托育园（（东街园东街园））正式开园正式开园，，这是落地鼓楼区的第二家托育园这是落地鼓楼区的第二家托育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庆辉游庆辉 摄摄

老人在福州鼓东街道树兜长者食堂老人在福州鼓东街道树兜长者食堂
内挑选菜肴内挑选菜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庆辉游庆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