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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省级全覆盖

在家门口享受更便利生活
在小区门口的早餐店喝

一碗新鲜豆浆，到社区
菜店挑选几样青菜，来社区便民
中心修一修小物件……对于城
市居民来说，家门口的社区商业
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9
月 6 日 ，商务部对外公布 ，全国
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地区 70 个已经确定 ， 加上
前两批 80 个试点地区， 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已实现省
级全覆盖。

此前 ， 商务部等 13 部门发
布《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3—
2025）》（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取得哪些进展？ 建设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有哪些难点、堵点 ？ 下
一步将在哪些方面发力？ 记者进
行了采访。

前两批试点地区
已建便民生活圈 2057 个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1年，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启动。截至今年 6月底，前两
批 80个试点地区累计建设便民
生活圈 2057个，涉及商业网点 45
万个，带动社会投资 440多亿元，
带动就业 300多万人，直接服务
社区居民 4200多万人。更加便利
的消费，更加全面的服务，给试点

区域的居民带来实惠。

网点布局优化。一方面，重

点补齐便利店、菜市场、早餐店

及维修点等短板，满足居民日常

生活必需；另一方面，着重发展

特色餐饮、运动健身、养老服务、

幼儿托管等品质提升类网点，满

足居民休闲、娱乐、社交、健康需

要。有条件的社区商业网点推动

专业化运营，实行“统一规划、统

一招商、统一运营、统一管理”。

例如，小修小补便民地图推广，

让居民有修车配钥匙等需求时

“看得见、找得到”。

商业业态丰富。有条件的社

区，重点发展邻里中心、商业中

心等综合型设施，配齐业态，满

足“一站式”消费。一些新建社区

发挥街区优势，让居民在消费的

时候，走一走、看一看，舒心愉

快。对于一些资源禀赋弱的老旧

小区，引导盘活闲置资源，灵活

“见缝插针”，把移动商业设施作

为补充。例如，江浙沪地区积极

发展邻里中心、社区食堂、社区

工坊、亲子中心等便民业态，推

广智能售货机、智能快递箱和即

时零售等；北京探索的公交车卖

菜，受到居民欢迎。

服务功能拓展。首先，鼓励便

利店等节点，搭载代收代发、上门

服务等项目，一店多能；其次，推

广“线上下单+就近门店配送”新
模式，发展即时零售，服务到家；

此外，鼓励数字化便民，普及无接

触服务、自助结算、自助售货、小

程序平台等技术。例如，浙江宁波

市江北区推出便民生活圈智慧平

台，购物、餐饮、服务、文体等 412
家商户入驻，实现“针头线脑”小

物件和“小修小补”微服务“一览

点位、一键导航”。

服务质量提升。大型连锁企

业下沉社区，目前试点便民生活

圈网点的平均连锁化率达到

32%。大型物业公司发挥产权集中
和近民优势，提供优质的“物业服

务+生活服务”。例如，湖北武汉市
引导企业对自持物业统一运营管

理，为居民提供零售、配送、洗护、

家政等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

浙江杭州杨柳郡好街的绿城物

业，围绕打造“社区会客厅”，引进

新业态，提升服务品质。

把居民需求清单
转为项目清单

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的基

础上，《行动计划》将相关工作从

试点转向全面推开。商务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仍存在一些难点、堵点。

从全国范围看，在城市外延

式发展的过程中，社区商业配套

设施是相对不足的，以社区居民

为服务对象的社区商业发展相

对滞后，在一些城市社区还存在

商业网点布局不科学、设施老

旧、业态传统、服务单一等问题，

居民生活不便利的问题还不同

程度存在。

“有没有”的问题多数得到解

决，还需要努力回应“好不好”的

关切。例如，一些新小区入住率不

高，商业配套招商还不齐全，生活

不够便利。一些老旧社区，商业设

施老旧、业态传统，由于历史原

因，改造提升的空间有限；老年人

占比较高，相应的助餐助浴、康复

护理等服务还不足。

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从以下

方面推动《行动计划》加快落地：

建立以居民满意度为核心

的工作标准，坚持“因城施策、一

圈一策”，以“基础型、提升型、品

质型”分级分类进行便民生活圈

建设，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

则，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为项目

清单，对标对表研究“补什么、如

何补”，将居民满意度测评作为

评价衡量工作成效的“金标准”。

总结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典型案例经验，培育形成一批典

型社区和重点企业案例，推广政

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模

式创新等方面的经验，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和经

验做法。

细化系列可操作可落实的

工作举措，分期分批对第一、二

批试点进行评估和复核，鼓励地

方建立市长（区长）负责制，制定

实施方案，协调支持政策。

强化工作落实落地落细的

政策保障，通过盘活利用资源、

加大财政金融支持、优化营商环

境等保障措施，提升社区居民生

活消费的便利化、品质化水平，

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为保障和

改善民生、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

要载体。 （据《人民日报》）

家里做了贴心的适老化
改造 ， 社区里有物美

价廉的助老餐，遇到突发情况还
能一键呼叫专业的医疗照护服
务……如今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得益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的完善，在家中安享晚年已经成
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选择。

近年来 ， 河北省石家庄市
持续推动普惠型养老服务 ，打
造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 ，通过 “专业机构支撑+适
老化改造+信息化改造 ” 模式 ，
提升养老服务的可及性 、 便利
化 ， 让众多老年人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贴心 、 便利的养老照
护服务 。

“幸福食堂”开到家门口

临近中午，位于石家庄市长

安区谈固街道建明社区的幸福

大食堂热闹起来，近千平方米的

大厅里干净整洁，热腾腾的饭菜

勾起人的食欲。

“张姨，今天吃点啥？”穿蓝

色工装的工作人员热情地和老

人打着招呼。

“再盛点白菜吧。”应声回答

的张文燕是食堂的熟客。今年 72
岁的她告诉记者，“大食堂开业

以来，我几乎天天在这儿吃。饭

菜花样多，价格实惠，比自己买

菜做饭方便多了！”

为切实解决社区老年居民

特别是空巢、独居老年群体“吃

饭难”等问题，石家庄市长安区

利用党建惠民资金，将原有菜市

场改造成了老年食堂。食堂于今

年 2月正式开放，60岁以上的老
年人就餐享受折扣，90岁以上老
人完全免费。

建明社区的幸福大食堂是

石家庄市推动“助餐工程”的生

动注脚。近年来，石家庄市通过

提供为老便民助餐服务，为越来

越多老年人提供实实在在的便

利。截至目前，石家庄已建成老

年食堂 81个，基本实现了街道
养老助餐全覆盖。

一键式呼叫守护安全

“身体不舒服，医护人员马

上能赶到，这样贴心的服务，让

我在家养老也放心！”家住石家

庄市新华区柏林怡园小区的老

人李景斌，在接受完心电图检测

及吸氧后，长舒了一口气。

原来，上午独自在家的李景

斌突感胸痛，赶紧启动了脖子上

挂着的“一键式”呼叫设备。社区

中央监控系统接收到呼叫信息

后，第一时间派专业医护人员上

门救助。

2022年 1月，石家庄市新华
区智慧养老信息平台成立，引入

专业的养老机构负责运营，为老

人提供紧急呼叫、异常预警等远

程监测照护服务。

为满足老年人“养老不离

家”需求，石家庄市通过“专业机

构支撑+适老化改造+信息化改
造”模式，构建起家庭、社区、机

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体系，让老人居家养老不

再难。

今年 88岁的霍竹青住在石
家庄市桥西区香榭苑小区，因脑

梗瘫痪在床，需定期到医院做护

理。“以前去医院可是个‘大工

程’。”霍竹青的女儿杨颖杰说，如

今，政府每月给发补贴，在手机

App上下单，就能预约养老照顾
机构的专业医护人员上门服务。

“近年来，我们通过开展家

庭养老床位试点工作，创新发展

居家养老模式，把家庭改造成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使老年人

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照护服

务。”石家庄市民政局副局长黄

少华介绍。

“适老化”改造贴心便利

“自从床边安装了落地扶手

后，借力起床方便多了，上厕所

也不担心摔倒了……”家住石家

庄晋州市周家庄乡十队村的董

俊贞高兴地告诉记者。

董俊贞今年 82岁，行动不
便。不久前，晋州市民政局为其家

中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让董俊贞

的生活舒心多了。“一分钱不花，

床边加装了可移动扶手，卫生间

也配备了沐浴椅、防护垫……”董

俊贞竖起了大拇指。

晋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刘仓

水说，今年 3 月以来，他们针对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城乡低保

对象等老年人群体，扎实推进适

老化改造，目前 300户特殊困难
老年人家庭已经改造完毕。

家庭适老化改造是满足老

年人生活起居、康复护理等需求

的关键一环。黄少华介绍，2023
年，石家庄市将遴选出 5285 户
实施适老化改造，重点支持最基

础、最急需、最迫切特殊困难老

年人群体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同时，以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为重

点，持续推动养老服务健康发

展，让广大老年人从“养老”到

“享老”，使养老服务从“有保障”

到“有质量”。 （据《光明日报》）

河北石家庄：居家养老“零距离” 贴心服务送上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