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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硬件，又有软件——

完整社区内涵丰富

重庆市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凤天路社
区，坐落着一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每隔一段
时间，这里就会开展葫芦丝、围棋、陶艺等特
色培训项目。住在这个社区的老年人不时会来
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休闲娱乐、学习知识。

“为了满足‘一老一幼’需求，我们前几
年建起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儿童之家。养
老中心里设有休闲活动室、理疗室、健康指
导室等功能区。儿童之家配备有儿童图书室
和游乐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休闲娱乐场地。”
凤天路社区工作人员介绍道。

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既是人
们主要的生活场所，也是政府部门联系和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建设老年服务站、
托儿所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就属于打造

“完整社区”的一环。
啥是“完整社区”？据了解，这一说法最

早由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两院院士吴良
镛提出。他认为，社区不仅包括住房问题，

还包括服务、治安、卫生、教育、对内对外
交通、娱乐、文化、公园等多方面因素，既
包括硬件又包括软件，内涵非常丰富，应是
一个“完整社区”概念。

“具体来说，一个完整的社区应该包含基
本的公共服务设施，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幼儿园、老年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还
应有健全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如便利店、
菜店、食堂、理发店、邮件和快件寄递服务
设施等。”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杜
旻说。此外，完整社区还要有较为完备的市
政配套基础设施，并配有充足的公共活动空
间和较为完善的社区治理机制。

从地域范围看，社区之“完整”，关键在
便捷。完整社区要与“15分钟生活圈”相衔
接，这意味着其建设应以居民步行 5至 15分
钟可达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为原则，满足
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建设完整社区
是城市资源、服务和管理层级逐步下沉至
社区的关键举措。“打造完整社区有利于推
动城市基本生活单元升级，促进城市服务
精细化。这不仅是关注居民综合需求和宜
居满意度的具体表现，也是优化调整城市
结构、完善城市功能，解决不紧凑、不舒

适、不宜居等诸多‘城市病’问题的重要举
措。”杜旻说。

补齐短板，居民自治——

小系统中解决大问题

完整社区长啥样？具体怎么建？一些城
市从存量改造下手。

陈女士是福建厦门人，住在位于厦门老城
区的先锋营小区。回忆起小区旧貌，陈女士连
连表示“很糟心”：“这个小区大概是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建的，是典型的老旧小区。以前小区
环境确实不行，‘蜘蛛网’管线密密麻麻、乱七
八糟。路面也到处坑坑洼洼，遍地污水。”

这样的局面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得到
了改善。前几年，厦门市启动老旧小区改
造。作为“大龄”小区，先锋营自然也在改造
名单中。让陈女士感到惊喜的是，小区居民
参与到了自家社区的改造中来。通过选举居
民代表，小区形成了居民自治小组，改造
啥、怎么改，由居民自己说了算。如今，改
造后的小区不仅样貌整洁，地下管网也全部
更新。在这个“无物业”小区，居民成了自我

管理的主人。
在厦门，打造完整社区有一套完整标

准：“六有”“五达标”“三完善”“一公约”。
所谓“六有”，即确保社区有一个能提供基本
社区服务等功能的综合服务站、一个幼儿
园、一个公交站点、一片公共活动区、一套
完善的市政设施和一套便捷的慢行系统；“五
达标”，指的是外观整治达标、公园绿地达
标、道路建设达标、市政管理达标和环境卫
生达标；“三完善”，即组织队伍完善、社区
服务完善、共建机制完善；“一公约”，则是
要形成社区居民公约。由社区居民共同商
议、达成共识，自己拟定社区公约，形成居
民愿意参与、相互监督的社区自治氛围。

“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加强居民共
商共建，不仅能更好满足居民基础保障性生活
需求，也让社区居民在社群连接中产生了合
作、信任、沟通的共识，从政府服务的被动消
费者转为积极活动者。这有力提升了社区治理
能力，强化了社区韧性。”清华同衡规划设计
研究院城市更新设计研究所所长刘巍说。

还有些城市着手补短板。按照“缺什么
补什么”原则，北京近些年着力加强“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截至2021年底，全市
共有蔬菜零售、便利店 （社区超市）、早餐、

家政、美容美发、末端配送 （快递柜）、洗染
和便民维修等8类网点超过9万个，实现全市
社区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全覆盖；重庆在
新建项目、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
推动完整社区建设，目前全市已完成80多个
市级示范完整社区建设，超 400 个社区达到
完整社区建设标准……

刘巍认为，城市更新背景下的老旧小区改
造不单是基础设施补短板，也包含绿色社区、
海绵社区的创建，以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方
式，推进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这也是打
造完整社区的要义之一。“要通过加强绿色建
筑、社区绿化、垃圾分类、污水处理等设施建
设，尽可能在小系统内部做好平衡，有效减少
社区小系统对城市大系统的资源和能源索取，
形成安全、可持续的韧性城市。”刘巍说。

改造“面子”，聚焦“里子”——

“一老一幼”是重头

建设完整社区，不仅要在“看得见”的地
方进行更新改造，还要对“看不见”的“里子”
下功夫。根据住建部等部门要求，打造完整
社区，要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燃气
管道老化更新改造等工作，加强供水、排
水、供电、道路、无障碍和环境卫生等基础
设施改造建设。

在刘巍看来，由于地产开发商主要负责
建设，不负责建成后的管理，所以部分社区
的市政设施存在一定风险。加强社区内部市
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能进一步完善市政设
施的全流程监管，降低市政设施运行风险。

对于建设完整社区，有些人还存在这样
的疑虑：如今我们身边的社区食堂、老年食
堂越来越多，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完整社区？
近些年国家大力推动的“15 分钟生活圈”，
和完整社区有啥区别？

业内人士分析，打造完整社区并不只是
建个食堂那么简单。在“15分钟生活圈”理
念的推动下，不少社区的硬件短板有所改
善，而完整社区是前者的进一步深化，强调
做好全方位的社区生活建设。

“在社区内部开展‘一老一幼’设施建
设，就是从保障社区老年人、儿童的基本生
活出发，配套养老、托育等基本生活服务设
施。”杜旻认为，这既是落实老有所养、幼有
所育、弱有所扶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应对
老龄化、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帮助居民平衡
职业发展和家庭责任、促进社会性别平等、
提升居民生育意愿的重要举措。

当前，不少社区已经形成老年食堂、托育
机构等组织，关键在于如何细化完善。“老年食
堂、老年助餐点建设是社区养老体系中的重要
内容。其中，价格是否合理、营养是否丰富是老
年用餐群体最为关注的问题。”杜旻说，在现行
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框架下，地方和有关部门
可以将养老相关工作中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
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纳入政
府购买服务领域。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提
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在社区托育建设方面，专家认为，未来
可以继续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推进托育
服务设施改造建设。在此基础上，加强综合
管理、保育照护、卫生保健等有关人员配置，
并进一步细化托育机构设施设备的管理操
作、环境卫生等标准，确保社区家庭愿意托、
放心托，形成儿童友好的完整社区。

聚焦“一老一幼”设施建设；尽快补齐社区服务设施短板——

让咱们的社区更加“完整”
本报记者 廖睿灵

下楼就能买菜、收
发快递，还可以在家附
近的食堂吃顿饭——这
几年，不少人发现自己
居住的社区变得更“强
大”了。步行范围内，
各类便民服务越来越
多，大大提升了生活的
幸福感。

最近，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办公厅、民政部
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
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的 通 知》（以 下 简 称
《通知》），对社区建设
提出要求：“聚焦群众
关切的‘一老一幼’设
施建设”“打造一批安
全健康、设施完善、整
理有序的完整社区样
板，尽快补齐社区服务
设施短板”。

“完整社区”怎么
建？建成完整社区，将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改变？

今年下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围
绕新能源汽车、螺蛳粉、智能家电等10个特色产
业需求，推出特色产业全生命周期“一链办”服务
模式，全力破解企业发展烦心事。审批服务的全链
条集成优化，为柳州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柳州市把从过去服务单一企业的方式转变
为系统服务产业链整体，推进重点领域营商环境
改革。首先链产业，构建“1+12”市县两级联动格
局。柳州把 12个县区的 10个特色产业纳入产业
服务目录，涵盖木材加工、螺蛳粉原材料生产、林
业、香杉生态板、茶叶加工、螺蛳粉、餐饮服务业、
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等特色产业，推动
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其次是链服务，开展特色
产业全生命周期“一链办”。柳州将各特色产业发
展享受的政策红利统一涵盖，推动各项政策应享

尽享、快速兑现，从原来的“企业追着政府部门
跑”变成了“政府领着企业跑”，助力企业加速发
展。柳江区通过推行智能家电“一链办”审批新模
式，快速帮助了4家智能家电企业办理项目规划
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等政务服务，使项目实现提
前 2 个月开工建设，建设规模 136887 平方米，总
投资额达40494万元。

面对大批高质量项目入驻，如何为各条产
业链企业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成为“一链办”工
作的一个重点。柳州简化办事流程，个性化服
务。针对各产业特色，合理划分阶段，压缩审
批时限，简化整合申请材料，优化审批流程，
为企业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的全产业
链审批办事、产品营销、信息互动等服务。例
如，融安县针对香杉生态板产业发展需要，划

分了企业成立、立项用地规划、工程建设、施
工许可等阶段，各阶段需要办理的事项由园区
统一帮办代办，企业可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
办理阶段，只需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办理该阶段
所有事项。

柳州各县区设立特色产业全生命周期“一链
办”服务专区，打造部门协同、咨询便利、办理快速的
特色产业“直通车”。围绕林业产业企业需求，鹿寨县
将11个单一审批事项形成林业特色产业“集成服
务”基础清单，通过设立“全链通办”导办台、企业开
办综合服务专窗等，为“一链办”提供“专人、专话、专
窗”服务。

柳州“一链办”特色产业服务，构建了便
民利企、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生态，受到企业
广泛好评。

本报昆明电 （记者沈靖然）
记者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云
南 省 分 公 司 （下 称 “ 云 南 邮
政”） 获悉，截至 11月 30日，云
南省 2207 个抵边自然村全部实现
通邮，有效解决了农村邮政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地
方 经 济 发 展 ， 有 效 促 进 兴 边 富
民、稳边固边、增进民族团结中
贡献了邮政力量。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
为边疆多民族省份，共有抵边州

（市） 8 个，抵边县 25 个，抵边乡
镇 108 个，抵边自然村 2207 个，
占全国抵边自然村总数的64%，村
落分布广泛且绝大多数在边远山

区。2022 年初，云南抵边自然村
中，待通邮 2148 个，占全国待通
邮抵边自然村总数的 90%。经测
算 ， 未 通 邮 的 2148 个 抵 边 自 然
村，相距所属乡镇邮政局所单程
总距离为41298.53公里。

2022 年 7 月，云南省邮政管理
局和云南邮政联合制定并下发《云
南省抵边自然村邮政普遍覆盖三
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推
动通邮工作部署。目前，通邮抵边
村主要投递报纸、EMS 特快、快递
包裹等物品，以及抵边自然村民众
日常生活所需物资，同时收寄村民
寄出的邮件。下一步，有关部门还
将积极打造邮件转接点服务功能。

云南2207个抵边自然村全部通邮

柳州“一链办”服务模式促产业发展
韦晓娅

本报广州电 （记者罗艾桦）
继世界 500 强项目采埃孚百亿级
汽车电子工厂签约落户后，广东省
广州市2022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
开工暨增芯项目动工活动日前举
行，共开工、竣工、签约重大项目
454 个，涉及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现代化产业体系、社会民生、“老城
市新活力”城市更新等领域，总投
资超7700亿元。

此 前 1 至 11 月 ， 广 州 全 市
1654个“攻城拔寨”项目已完成投
资 5410 亿 元 ，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104% 。 此 次 集 中 开 工 项 目 171
个，总投资 3850 亿元；竣工 160
个，总投资 1620 亿元；签约 123

个，协议投资总额2269亿元。
在产业领域，广州深入推进

“智车”“强芯”“亮屏”工程。四季
度开工的项目中，总投资 10 亿元
以上的产业项目 62 个，特别是增
芯、广石化升级改造、因湃电池、
粤芯三期、融捷能源锂离子电池
等一批 50 亿级重大产业项目开
工建设，将为广州市未来一段时
间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其中，增
芯项目拟建设月加工 2 万片 12 英
寸的晶圆制造量产线，由广州智
能传感器产业集团发起，位于增
城区永宁大道，批复投资 70 亿元
人民币，计划 2024 上半年通线，
2025年年底满产。

广州新一轮171个大项目集中开工

▲12 月 9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白鹤街道紫
鹃社区，不少居民正在自家门口参与旧物换新活动。

郑凯侠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
壁县精心打造社区图书馆、农家书屋等，丰富居民文化
生活。图为不久前，居民在一处社区图书馆阅读。

王俊伟摄 （人民视觉）

冬日神州美景如画

近日，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市的龙江森工集团雪乡景区正式开园。据了
解，当地冬季雪期长达约7个月，“雪帘”“雪蘑菇”等景色十分漂亮，每年
都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赏雪游玩。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隆冬时节的上海，银杏呈现一片金黄，景色十分迷人。图为12月15日，
上海音乐厅银杏广场上，不少市民前来拍照留念。 周东潮摄 （人民视觉）

隆冬时节的上海，银杏呈现一片金黄，景色十分迷人。图为12月15日，
上海音乐厅银杏广场上，不少市民前来拍照留念。 周东潮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