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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行走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北街，

柳芳公交场站北侧，一处蓝白相间的果蔬摊

格外打眼。

定睛细看，这处摊位不太寻常——头上

连了“天线”，脚底长了“轮子”。原来这“小型

菜场”是由一辆公交车变身而来，车厢顶部的

几个大字——“公交便民驿栈”分外醒目。

小小“公交便民驿栈”这道城市里独特

的 风 景 线 ，将 如 何 启 迪 城 市 治 理 ？ 记 者 近

日 走 近 公 交 便 民 驿 栈 ，解 码 新 业 态 背 后 的

新实践。

何以吸引客流？

便利又便宜，驿栈选
址有巧思，合作运营更专业

“豌豆两块五，西葫芦一块九，耙耙柑五

块六……”清晨 7 点，柳芳公交场站北侧，工作

人员敞开车窗、支起货架，路旁停驻的一辆公

交车摇身一变，成为一处“生鲜商超”。

30 平 方 米 左 右 的 车 厢 里 ，分 成 4 个 档

口。三层货架上，青绿鲜嫩的菠菜、翠绿带刺

的黄瓜、饱满红润的西红柿一溜儿排开，琳琅

满目，甚是热闹。不一会儿，附近街坊三三两

两聚拢过来。

“这里位置便利，果蔬价格也便宜。”家住

附近的李奶奶送完孙子上学，遛弯儿的工夫

顺道走进驿栈，挑选蔬菜，“这儿的果蔬水灵，

价格也比周边的超市便宜，我隔两天就会来

买一趟。”

说 话 的 工 夫 ，前 来 采 买 的 居 民 络 绎 不

绝。“每天上架的品类不少于 120 种，当天上货

当天就能售罄。”装袋、称重、结账……售货员

范师傅忙个不停，早 7 点开门，一直忙到晚 10
点闭店。

“便利又便宜”，老百姓的心声里，凝结着

运营者的心思。

选址有巧思。以驿栈为圆心，向南，紧

邻柳芳公交总站，来往车次频繁；向东，不足

百米便是地铁站，人流量大；再向外扩，1 公

里内辐射 5 个大型社区的上万户居民，还有

学校、医院分布其间。“优越的地理位置，既

方便了市民，也保证了客流。”北京公交便民

驿栈项目运营负责人吴宏伟说，他们曾在路

口实地测算，驿栈所在路口每小时约有上千

人流量。

运营更专业。“驿栈采取公交公司和专

业第三方合作的模式。”吴宏伟解释，前者的

场站资源叠加后者的供应链资源，使销售的

商品价格比市场价低 10%—20%，为居民带

来了实惠。

公交车变身便民驿栈，让场站的边边角

角变成“金边银角”。以柳芳便民驿栈为例，

自去年 3 月底开业以来，不到一年时间，累计

服 务 人 群 约 21 万 人 次 ，销 售 蔬 果 总 量 近 35
万公斤。“日营业额能达到 1 万元左右，相当

于一家 80 平方米左右果蔬超市的水平。”吴

宏伟说。

创意从何而来？

缺什么补什么，融入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促进公
交服务转型

成熟一个、运营一个。如今，公交便民驿

栈的探索正逐渐推开。

“近一年来，已投入运营或试运营的公交

便民驿栈项目达 23 处，覆盖北京 7 个城区，累

计客流约 73 万人次。”吴宏伟介绍，今年春节

期间，柳芳、马官营、南湖渠等多个栈点不打

烊，供应不断档，货品不涨价，2 月 10 日至 17
日，便民驿栈客流量就超过 1.6 万人次，成为

不少市民街坊的“心头好”。

栈点数量在增加，服务品类也在扩充。

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马官营公交场站西南

角，4 台公交车改装而成的便民驿栈里，不仅

果蔬、肉类、冷饮等商品一应俱全，营养早餐、

自 助 洗 衣 、十 元 理 发 等 便 民 服 务 也 应 有 尽

有。经过拆围栏、铺地砖、修台阶、安座椅等

一系列整治，曾经封闭在场站的内部边角焕

然一新，成为一方整洁的街角公园。

“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从周边社

区居民实际需求出发，我们不断延伸驿栈的

服务触角。”北京公交集团基建行政部业务主

管 杨 跃 告 诉 记 者 ，去 年 7 月 ，集 团 开 展 大 调

研，发动职工进社区、访居民、做调研，半数受

访者希望在家门口开办果蔬店，餐饮、理发、

缝补等需求紧随其后。正是根据这些需求，

项目团队“一栈一策”丰富更新驿栈功能，为

市民提供更加精准的便民服务。

散落在北京多个城区的公交便民驿栈，

在加速融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同时，也记

录下传统公交转型的身影。

2022 年，北京市商务局等 12 个部门联合

印发《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促进生

活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

“挖掘交通场站、公园、园区等空间资源”，强

调“公交、地铁等公共服务企业，梳理、开放所

属空间资源，布设便利店（社区超市）等便民

商业服务设施”。

“我们拥有 700 余个公交场站，遍及城区

各个角落。以此为契机，通过整合边角资源

打造便民平台，不仅能补齐社区便民服务短

板，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还将助力公

交从城市公共交通提供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

转型。”杨跃告诉记者，目前，以公交场站为支

撑，以便民驿栈为主体，通过为市民提供从交

通出行到生活休闲的一站式服务体验，一个

个以场站为中心的微生活圈正在加速形成。

如何持续发展？

进一步优化运营模
式，提升管理水平

公交公司跨界经营，新业态是否可持续？

变身“小菜场”的公交车，未来将驶向何方？

“公交便民驿栈既解决了老百姓买菜难的

问题，又拓展了公交业务服务，实现了多方共

赢，为城市空间创新利用做出了新的探索。”中

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说。

事实上，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中，

除 了 公 交 车 的 改 造 ，各 地 还 有 许 多 创 新 探

索。比如，人防隧道被改造为科普长廊，人行

步道变身成“潮汐摊区”……近年来，一些地

方通过盘活内部资源，提升空间利用率，实现

“一点多用、一店多能”。在马亮看来，推进这

些新业态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把闲置的空

间、时段和资源最大化利用，从而实现城市空

间的再开发和再利用。

如何让新业态可持续、有优势，不沦为

“昙花一现”？

一方面，有赖于社会治理持续创新。

“对于公交便民驿栈这类新业态，相关部

门要加强监管，引导和规范其健康发展。”马

亮提出，与此同时，也要为此类创新提供一个

相对宽松和包容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鼓

励更多相关主体积极参与其中，使城市治理

和公共服务更加便民惠民。

“ 在 改 装 的 公 交 车 上 售 卖 生 鲜 尚 属 首

创。每个栈点的规划、建设、运营都需要与多

个部门对接办理相关证照及许可。”吴宏伟期

待，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促进便民服务业态

的相关细则，助力公交便民驿栈在更多街道

社区落地。

另一方面，经营主体也需积极作为。

“项目运营一年来，基本实现‘微利可持

续’目标。要想走得长远，必须形成规模效

应。”杨跃介绍，下一步，公交集团将进一步优

化运营模式，提升管理水平，努力确保“开一

个成一个”，将驿栈打造成为基于公交网络的

全方位智能服务平台，力争未来完成全市上

百个栈点建设，成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重

要组成部分。

3 月 19 日一早，在一声声叫卖吆喝中，安

河桥驿栈开启试营业，这是海淀区第三家、北

京市第二十四家公交便民驿栈。全新升级的

两辆公交车沐浴在晨光里，扮靓了街巷、聚拢

了人气，为更多邻里街坊带来便利。

北京市整合公交场站等资源打造便民服务平台

“公交便民驿栈”受欢迎
韩 鑫 张伟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近年来，我

国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本版聚

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出系列报道，充分反映各地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实践。

——编 者

“村里铺设了新管网，家里安装了智能水

表，还集中安装了水泵和配套设备，解决了俺

村多年的‘吃水难、用水难、缴费难’问题，大

家伙心里可畅快了。”对于村里去年开展的农

村供水管网和计量设施改造提升工程，河北

省石家庄市元氏县乔家庄村村民张凤联逐一

细数。

乔家庄村位于太行山深处，吃水用水一

直是难题。“过去村里家家户户都建有水窖，

雨季储水、旱季使用。后来，县水利局给村里

打 了 水 井 ，村 民 的 吃 水 用 水 问 题 才 慢 慢 改

善。”乔家庄村党支部书记乔海利说。

可时间长了，老水井也日渐干涸。2023
年 8 月，元氏县水利局请专家反复勘探，在村

庄附近找到了稳定水源，新打下一口深度达

350 米的水井。同年 8 月底，元氏县将推动农

村饮水管网改造提升、解决农村用水难题列

为重点民生工程，启动了农村供水管网和计

量设施改造提升工程。乔家庄村成为县里首

批试点乡村之一，率先开工建设。

一个月后，乔家庄村农村供水管网和计

量设施改造提升工程顺利完工，实现了管道

直接入户。张凤联说：“水管直接入户，24 小

时都有自来水，太方便了！”

清水入户，幸福到家。在元氏县，不只乔

家庄村，越来越多的村庄受益于农村供水管

网和计量设施改造提升工程，过上了更便利

的生活。

“以前一到冬天就跑水，一跑水村里就得

挖开地面，查找跑水点。每次检修，至少得有

几天吃不上水。”前些年村里停水的场景，东

张乡西富一村的村民张亚宁记得清楚。

西富一村处在县域供水管网末端，因为管

网老化、年久失修，经常出现跑冒滴漏的问题。

“吃水难，收水费更难。”西富一村水管员

闫贵方说，管网老化和跑冒滴漏的问题让收

水费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有一次，村里

水管漏水没能及时发现，导致全村水损 1000
多立方米，产生的 1500 多元水费需要分摊到

各家各户。“这跑水又不是我们的问题，凭啥

让我们付这笔糊涂账？”村民抱怨，闫贵方也

难办，只能一户一户做工作，挨家挨户上门

收。“算水费这工作也不简单。”闫贵方说，西

富一村共 850 户，每次收水费时，都需要打开

水表井，一个个地去查水表、算水费，费时又

费力。

“现在好了，有了智能水表，大家的用水

情况一目了然。”闫贵方说。

元氏县水利局党组成员程小建介绍，元

氏县通过改造提升村内供水主管、村内供水

支管、接户管，新建一体化加压泵站并配备智

能水表，实现“一用户、一条管、一块表”。“智

能水表可以实现数据远程传输，将居民的用

水情况直接传送到电脑上，账单一目了然，收

费智能便利。”此外，一旦出现跑冒滴漏等用

水异常现象，智能水表还可以及时提示，便于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维修。

去年 10 月，西富一村的管网改造和智能

水表安装工程完成后，闫贵方的工作一下子

轻松了不少。“大伙在手机上就能把水费交

了，谁家用多少水、该交多少钱一清二楚，大

家都从‘催着交’变成了现在的‘主动交’。”闫

贵方说。

“目前，全县 80 多个村庄正在进行管网改

造提升，21 万村民因此受益。今年底工程完

工后，将有效解决元氏县 15 个乡镇 35.83 万人

的饮水安全问题，全面提高农村饮水安全保

障水平。”元氏县农村供水管网和计量设施改

造提升工程技术负责人赵彩云表示，元氏县

将持续打造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护体系，推

进供水管网改造，让供水服务更加便民、利

民、惠民。

河北省元氏县推动农村饮水管网改造提升——

清水入户 幸福到家
本报记者 邵玉姿

■新视点R

■民生服务港R

■多棱镜R

春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之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

包括感冒、流感、哮喘等。北京市隆福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贾琦告诉记者，春季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的时期，加上空气

中飘浮的过敏原种类较多，导致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等疾病

在春季高发。在日常生活中，要注重增强呼吸系统免疫力，

防治春季呼吸系统疾病。

专家表示，要重视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常洗手，对衣

物和被褥等勤洗勤晒；随天气变化增减衣物时，注意保暖；

室内经常通风，保持空气流畅。易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赏

花等异物接触，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墨镜等，以免引起过

敏反应。有明显季节性发作的患者，可以在季节到来之前

进行药物预防。

“合理的饮食也能起到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贾琦说，日

常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如瘦肉、鸡、鱼和低脂奶制品等，有

助于提高人的精力。还应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和无机盐，比

如小白菜、油菜、柿子椒、西红柿等新鲜蔬菜和柑橘、柠檬等

水果，这些蔬果富含维生素 C，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胡

萝卜、苋菜等黄绿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A，有助于保护和增强

上呼吸道黏膜和呼吸器官上皮细胞。此外，尽量选用性平、

性温的食物，比如谷类应当以大米、玉米、燕麦为主，肉类可

以食用牛肉、猪肉、鸡肉等。

贾琦提示，在流行病高发季节，发现自己和家人有发

热、咽喉肿痛等症状时，建议及时就诊，进行科学的针对性

治疗。

如何增强呼吸系统免疫力
本报记者 杨彦帆

■体验·民生一线观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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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莲宝路

的公交便民驿栈。 王 超摄

山东济南，“微技能”养老

护理培训形式灵活，老年人护

理、紧急救助、康复服务等实用

内容备受欢迎；浙江温州，青鹿

技能夜校汇集互联网营销师、

咖啡师、鞋类设计师等 58 项技

能工种培训，吸引不少劳动者

利用休闲时间参加培训；河南

郑州，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职

工培训，加大产业工人职业技

能培训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

教 育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紧 密 相

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

重要意义。”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适应先进制造、现

代服务、养老照护等领域人才

需求，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各

地区各部门积极行动、多措并

举，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技能

培训，帮助劳动者提升技能水

平，增强就业底气。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

型升级的关键期，推动高质量

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亟须大

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

才。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是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高

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将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近年来，我国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与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相比，现有技能人才

总量仍然不足，技能人才供需矛盾仍然存在。适应新形势、满

足新需求，亟待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职业技能培训提质增

效，吸引更多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新形势下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要坚持需求导向，进一步

增强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当前，伴随一些新行业、新业

态快速发展，对技能人才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多需求。

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5 年，仅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技能人

才缺口将达到近 3000 万人。再如“一老一小”服务的用工

需求，已从过去的简单照料生活，演变为护理、康养、急救等

专业服务。因此，职业技能培训也应与时俱进，紧盯产业和

社会发展需求，加大先进制造业和托育、护理、家政等领域

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不断增加高技能人才供给。同时也

要根据不同就业群体的需求，开展满足不同就业形态和个

性化需求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劳动者求职择业能力。

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提质增效，要构建多主体职业技能培

训供给格局。加快培养急需紧缺的高素质劳动者，必须充分

发挥职业院校、政府、企业、行业的积极性。要深入推进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职工培训。以企业新型

学徒制为例，企业与人社部门、职业院校等形成合力，共同搭

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培训平台，一起开展教学培训，在

实践中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此外，也要充分激发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公共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各类

培训载体的积极性，努力提高培训质量，扩大培训规模。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仍要继续在

全社会营造重视、关心、尊重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同时畅

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为技能人才提供更大的舞台，让

劳动者看到技能提升的真正价值。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技能人才活力不断释放，技能人才队伍持续发展，将涌

现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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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形势、满
足新需求，亟待加强
职业技能培训，加快
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
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