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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 点刚过，一身白裙、打扮时髦的 33 岁

南京市民朱海侠，从所住小区步行 8 分钟，来到

“科巷新市集”。她先到一楼的小杨生煎吃过早

饭、为周末即将来小住的闺蜜配好钥匙，然后乘

坐扶梯来到二楼菜市场，选购了这两天要吃的

蔬菜，临走时顺手在门口商铺买了奶茶和蛋糕，

作为工作日的下午茶。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五老村社区的

“科巷新市集”，既是一个农贸市场，也是一个百

货超市，还是一个美食城，辐射 5 个社区近 5 万

居民。2020 年通过升级改造，由原来单一的农

贸市场升级为“科巷新市集”，为周边居民提供

一站式生活解决方案，成为“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南京，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已列入

市级民生实事项目，日前，记者在多个街道、社

区走访“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了解其如何不断

提高便利化、标准化、智慧化服务水平，成为疏

通经济“毛细血管”微循环、服务保障民生、推动

便利消费及扩大就业的重要载体。

便民服务圈——
美食广场、家政维修、

新农贸市场……多种服务
提供便利

在五老村社区，小区门口、公交站等各处，

都张贴着“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手绘地图”，充电

桩、便利店、菜市场等生活配套服务标注得一清

二楚。顺着路线指引，记者来到位于地图中心

位置的科巷新市集。

科巷新市集分两层，共 8000 多平方米。一

层门厅布置着时尚艺术画，进门处是众多潮牌

连锁店，再往里走，左侧是美食广场，入驻了不

同价位的风味小吃店，宽敞的桌椅旁，不少吃过

早饭的居民边聊天边择菜；右侧是便民服务区，

不仅提供月嫂、保姆、保洁等家政服务，家电、水

卫器具等维修服务，还有供应各种日用品的百

货超市，处处展现出城市的烟火气。

“居民需要什么，我们就规划什么。”科巷新

市集副经理高健介绍，周边居民对小修小补的

五金服务有很大需求，在招引商户时，工作人员

走访了多个街巷，“挖”来从业 20 年的孙师傅入

驻，将市口较好的地段拿出来，并给予优惠的租

金。记者看到，孙师傅的柜台里摆满了花洒、门

铃、插座等，提供配钥匙、修鞋子、通管道等 8 项

服务，还能为老年居民上门维修。

科巷新市集二楼，是 4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

农贸市场：随处可见的垃圾分类箱、铺设防滑砖

的地面、显示菜价的大屏幕……“新市集改变了

很多年轻人不爱进菜场的习惯。”朱海侠一边选

购一边告诉记者，如今逛菜场就像逛商场，自己

常来买东西，一逛就是大半天。

南京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志超介绍，

转型升级、资源整合，提供便民生活服务的，除

了农贸市场，还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在雨花台区翠竹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老

一小”能够得到个性化服务。中午时分，中心一楼

的“银发爱心餐厅”飘出阵阵饭香。74岁的钱玉兰

刚在羽毛球馆运动完，稍事休整便来到饭桌。餐

厅墙上贴着今天的伙食供应，有酸菜鱼、千张结烧

肉、韭菜炒豆芽……钱玉兰说，年满 70 周岁的社

区居民在此就餐只需 12元一份。

翠竹园社区党委书记单亚丽介绍，近年来，

社区不断完善党群服务中心功能，逐步将各项

便民服务整合进来。记者看到，一层有老年餐

厅、卫生服务站、运动馆、洗衣房、小超市；二楼

有多个活动室可用于社区党建及培训，又可供

“老年大学”开展书画、舞蹈、戏曲等课程；三层

是孩子们的天地，有茶艺、烘焙等亲子空间。

共治共管圈——
物业公司、专业人士、

社区居民……有事一块商
量解决

在鼓楼区回龙桥社区的镇江路智慧邻里中

心门前，有个 300 多平方米的小广场，中午时分

停放着一些车辆。“左边的区域即将通电接水，

规划为流动餐车停放点；右边大部分区域，保留

停车场功能；傍晚前后，灵活变身为广场舞活动

地点……”社区党委书记徐节介绍，“一地多用”

的实现，体现出集体的智慧。

记者在社区绕上一圈，就能体会到它的特

殊性：紧邻市中心，被单位和学校环绕，还有一

座妙耳山在辖区内，路面高差大；数百家小吃

店、服装店、日杂店沿着美食街铺开，巷子狭小，

只容一车通过。

“早晚高峰和就餐时间重合，生活休闲与交

通出行矛盾叠加，很多居民都感到不便。”徐节

坦言。

受制于地理因素，在无法拓宽马路的前提

下，要保留美食街的烟火气并畅通出行，只能

“螺蛳壳里做道场”。注入专业力量、居民们群

策群力，今年 6 月，回龙桥社区引入“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社区规划师”项目，作为协商探讨、规划

落地的平台。

“就是在这个会议室，我们商量了一次又一

次。”在社区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居民孙明芳指着

当时开会的圆桌告诉记者，区商务局、社区、社区

规划师与居民代表经过讨论，提出分时段、分人

群，提高整个社区复合利用的空间价值。例如，

增加流动餐车，档口狭小、人流密集的店铺根据

供应内容早中晚错时经营等等。

在哪里设？什么时间设？社

区规划师向居民和商户发放

问卷、入户走访，梳理出

合适的地点和时间。

“我们根据协商结

果，优化片区总

体业态：充分挖潜

邻 里 中 心 前 的 小 广

场，将其整合为多功能

场地，满足流动餐车停放、

停车场、广场舞等多种用途。”

社区规划师、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

究中心主任郑晓华介绍，许多沿街店铺也

开始尝试“一店多能”，居民购物、代收快递两

不误。

在江宁区麒麟街道东郊小镇小区，居民的

诉求和意见，则直接从口头落到了纸面，打印成

册、装订成书。

服务该社区的江苏宝石花物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吴顺龙介绍，借由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的契机，去年底，物业公司举办恳谈会，记录

居民们意见，大大小小足有数百条，包括停车矛

盾突出、文化建设滞后、健身设施较少等多方

面。吴顺龙翻开厚厚一本会议笔记告诉记者，

为将庞杂建议更好地归纳、分解、实施，将推进

过程透明、公开，物业公司决定通过编写“营造

导则”来落实。今年 2 月起，规划设计专家、经济

学者、政府部门，与居民共同会商研究，成立了

物业、社区、居民三方组成的编写小组。

“我参与了全过程。看到自己提出的意见

写到导则里、落到地面上，心中很是欣慰。”今年

62 岁的一街区居民胡休明说。

智能商业圈——
购物少排队、食品可溯

源、商户能打分……信息赋
能事事简单

夜幕降临，位于朝天宫街道的“网红店”李

记清真馆门口排起了队。家住评事街小区的居

民杨宇却直接走进门，两分钟后便拎着打包的

晚餐——一份锅贴、一份牛杂汤，轻松离开了。

店 门 口 排 起 长 队 ，杨 宇 为 什 么 能 快 进 快

出？记者了解到，这是因为该店加入了朝天宫

商户自治协会，运用了信息化管理。

朝天宫街道挨着南京新街口，共有 2760 多

家商户，是小微商户密集的商业街区，从前，占

道经营、噪声扰民、环境脏乱等问题不少。

“为扩大经营规模、实现流量共享和信息互

通，去年 8 月，朝天宫商户自治协会成立，目前已

有 1000 多家商户入会，通过信息化手段赋能经

营、加强管理。”该协会副秘书长崔洁介绍，协会

结合居民与商户的实际需求，开发出“街坊”小

程序，目前部分商户正在进行试点。

崔洁介绍，线上平台接入了购物、餐饮、休闲

等功能，可实现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例如，居民

可以在线查询餐厅、参加团购活动、完成线上支

付，等制作完成后再取餐，减少了排队时间。

距离李记清真馆不远处的熙南里历史文化

休闲街区，夜晚的灯光亮起，夜市摆出来，这里

成了年轻人的乐园：有会发光的画框和迷你的

小熊玩具，有连衣裙和帆布背包，还有颇受欢迎

的奶茶和咖啡……记者顺着欢快的人群向前

走，晚风吹在身上轻轻柔柔的。

走进巷子尽头的云中谷悦咖啡馆，负责人

赵建告诉记者，信息化已渗透到商户自治的各

方面：开设新店，结合线上平台的客流信息，测

算出最优地点；财务系统与收银系统打通，面向

投资者集成到在线平台，让财务更透明、管理更

规范。记者在店内看到，大多数在售商品有两

个 条 码 ，除 了 商 品 码 外 ，还 有“ 食 品 安 全 溯 源

码”，用手机一扫，原产地、处理法、烘焙度等信

息一目了然。

咖啡馆的吧台内侧，有一个醒目的“星级商

户”奖杯。赵建介绍，这是协会邀请周边居民、

消费者、城管共同打分，每季度评选的，并设置

了“红黑榜”在平台上对外展示。“前三名店铺获

得奖杯及奖金，后三名商户会收到整改通知，敦

促 我 们 加 强 自 我 管 理 ，为 居 民 提 供 更 好 的 服

务。”赵建说。

宜居生态圈——
历史街区、口袋公园、

休闲空间……添彩添绿处
处美观

建邺区莫愁湖街道文体社区所在的南湖片

区，是南京第一个集中居住式片区。去年 9 月，

街道开启“南湖记忆”城市更新计划，对南湖东

路沿线进行微改造。

记者看到，新老字号林立的沿街商铺，以红

灰色调修葺一新，复古霓虹灯的招牌复刻出怀旧

场景；沿街的生活博物馆中，陈列着热水壶、搪瓷

缸等老物件，还将过去年代的小卖部、理发店等

搬进室内；街巷转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黑

板报与水泥乒乓球桌构建出运动主题区……来

参观的孩子们走走停停，不时互相交流或拍照。

“大到沿街店招、文化墙布置，小到这些亮

化灯带、镂空细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街巷建

设方、建邺城建集团资产部经理季晓沛介绍，如

今，街区不仅有很多老字号商铺，还吸引了不少

网红店入驻——街区营收增长了 5 倍以上，还成

为沉浸式亲子教育的互动场所。

张志超介绍，多个街道、社区还利用闲置空

地，建成一个个口袋公园。

江北新区泰山街道大华社区拥有 4.2 万居

民，党委书记杨飞告诉记者，大家对于家前屋后

绿地公园的需求较大，社区利用“金角银边”因

地制宜建成了 8 个口袋公园，步行 5 到 10 分钟可

走到，社区绿化面积超过 40%，居民们时常带着

帐篷在家门口露营。

大华社区靠近长江，流经社区的河流两边

已被充分利用起来，种上绿植、铺上亲水步道、

装上健身器材和休闲长凳，吃过晚饭，公园里的

人渐渐多了起来。

61岁的居民罗秀平也带着孙子在此处散步，

祖孙俩伸伸胳膊抬抬腿，一边消食一边放松。“一

年四季树常绿、花常开，多年不见的小动物又回

来了。”罗秀平话音未落，小孙子就抢过话头：“草

丛上飞舞着蝴蝶，水面上有水鸭，下过雨能看到

白鹭在河面上飞，下雨前还会来大片的蜻蜓，有

一次我还在河堤坡上看到了刺猬呢。”小孙子一

边模仿着刺猬的样子，一边咯咯地笑着。

“环境好，生活又便利，过去畅想现代化，现

在实实在在过上了！”罗秀平感慨。

购物、吃饭、托育、健身……多种服务集聚在步行范围内

南京打造
15分钟便民生活圈

本报记者 姚雪青

核心阅读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
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服务半径
为步行 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
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
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以多业态
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

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着力
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生
活圈中，诊所、学校、药店、健身
点、市场、幼儿园等应有尽有，不
仅畅通了城市经济的“微循环”，
也切实改善了市民的生活条件，
提高了生活品质，给人们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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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南 京 市 秦 淮 区 五 老 村 社 区 手 绘 地

图。 南京市商务局供图

图②：南京江北新区大华社区口袋公园中，

大人小孩其乐融融。 顾文娟摄（人民视觉）

图③：南京市建邺区文体社区南湖东路沿

线夜景。 洪迎成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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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 ，国 家 卫 生 健

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老龄工作进

展 与 成 效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创新、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完

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养老服

务、健康支撑三大体系，努力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健康

老龄化工作稳步推进，积极

老龄观逐渐深入人心。

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加快

据介绍，截至 2021年底，

全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67 亿，占总人口的 18.9%。

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10.3
亿 人 。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覆 盖

13.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

司长李永新介绍，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养老服务政策

制度密集出台，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推动养老服务市场全面

放开，相继出台土地供给、税

费优惠、财政补贴等优惠扶

持政策。连续实施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公办养老机

构改革、敬老院改造提升等

专 项 行 动 和 试 点 。 2012—

2021 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359 亿元支持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到目前为止，社区养

老服务基本覆盖城市社区和半数以上农村社区。

截至 2022 年第一季度，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

设施达 36 万个，床位 812.6 万张，床位数是 2012 年

底的近 2 倍。

社区养老服务更加便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

张雁介绍，我国多措并举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就近就便的服务。

在既有居住区中，结合完整社区建设等城市

更新工作，因地制宜补齐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短

板。在新建居住区中，推动养老服务设施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和同步交付使用。2020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各地建设改造社区养老、助

餐等服务设施约 3.6 万个。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等工作，同步开展无障碍设施、适老设施的建设

和改造。2019 年到 2021 年，各地在老旧小区改造

中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5.1 万部。

李永新介绍，我国不断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

重心向居家社区倾斜。指导推动各地建设街道

（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机构。截至 2022 年第一季度，全国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 32 万个，床位 308 万张，分别占到全国

养老服务机构设施数和床位数的 88.9%、38%。“十

三五”时期，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入 50 亿元支

持 203 个地区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2021 年和 2022 年，投入 22 亿元支持 84 个地区开

展居家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推动各地探

索形成家庭养老床位，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

行、助急“六助”服务。

医养结合取得积极成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司长王海东介绍，我

国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将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

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截至 2021 年底，

全国共有两证齐全医养结合机构 6492 个，机构床

位总数 175 万张，医养签约近 7.9 万对。

优化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流程。开展社区

医养结合能力提升行动，增加居家社区医养结合

服务供给。组织开展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程协同

服务试点。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医养签约数是

2017年的 6.6倍；两证齐全医养结合机构数较 2017
年增加 76.7%。

2021 年，大约有 1.2 亿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在城乡社区接受了健康管理服务。推动建设老年

友善医疗机构，截至 2021 年底，设有老年医学科

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达到 4685 个，建成老年友善

医疗卫生机构约 2.1 万个，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疗

卫生机构超过 10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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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春 9月 21日电 （记者孟海鹰）日前，

外卖小哥姚宏宇来到吉林长春朝阳区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党群服务站歇脚，顺便还测了个血压。“一

切正常！”姚宏宇拿起头盔再次出发。服务站位于

长春南湖湖畔的交通要道旁，是一个 24 小时自助

式站点，全天候提供服务。站点内，卫生间、休息

室干净清爽，饮水机、热水壶、暖手宝、充电器等一

应俱全。

朝阳区在 37.8 平方公里建成区内，统筹建设

了 27 个“春城驿家·朝阳 25℃ ”党群服务站，为广

大新就业群体、户外工作者提供“避暑取暖、歇脚

充电、饮水就餐、阅读休闲、健康守护”五大类 20
项暖心服务，为快递小哥打造 5 分钟可以速达的

暖心驿站。同时鼓励各街道社区结合实际，积极

开展交通法规学习、社保政策解读、心理疏导、义

诊义剪等特色服务。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类活动

1100 多场次、服务新就业群体 3.5 万余人次。

长春为快递小哥建暖心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