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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建设多地建设““完整社区完整社区””，，会带来哪些变化会带来哪些变化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打造
宜居生活环境，推进智能化服
务，健全社区治理机制……近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民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了
《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提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
试点，进一步健全完善城市社
区服务功能。

近年来，多地探索开展了
完整社区建设工作。为什么
要建设完整社区？建设完整
社区难在何处？如何建设完
整社区？近日，中国城市报记
者进行了相关梳理和采访。

“完整社区”多地建设正酣

什么是完整社区？今年
初，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发布的《完整居住社区建设
指南》明确，完整社区是指在
居民适宜步行范围内有完善
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健全的
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完备的市
政配套基础设施、充足的公共
活动空间、全覆盖的物业管理
和健全的社区管理机制,且居
民归属感、认同感较强的居住
社区。

事实上，完整社区概念的
产生可追溯到2010年，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
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两院
院士吴良镛提出，社区是人
最基本的生活场所，社区规
划与建设的出发点是基层居
民的切身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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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罗吉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完整社区概念的提出不仅
契合当前社会发展新需要,而
且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新需求。

记者注意到，已经有不
少省份挂出建设完整社区的
时间表。例如，江苏省提出，

“十四五”时期基本补齐既有
居住社区设施短板，新建居住
社区同步配建各类设施，城市
居住社区环境明显改善，推进
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
序的完整居住社区覆盖率显
著提升。

还有部分省份对完整居
住社区建设目标进行了量
化。例如，河南省提出，“十四
五”末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完
整居住社区覆盖率达到50%；
黑龙江省提出，到2030年地
级及以上城市的完整居住社
区覆盖率提高到60%以上。

具体到城市层面，天津
市提出，到2025年全市各区
城市完整居住社区覆盖率显
著提升；重庆市明确，至2025
年年底基本补齐既有居住社
区设施短板，完整居住社区覆
盖率显著提升；福建省厦门市
表示，2022年年底前将完成6
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安徽
省马鞍山市要求，“十四五”
期间打造不少于 30 个完整
社区。

在罗吉看来，完整社区从
概念、到现实、再到推广需要
时间。当前我国完整社区建
设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来自
地方层面的相关推进工作，实
质上都是在践行和优化完整
社区的内涵,对后期全面铺开
完整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
考意义。

为什么建设“完整社区”

社区是城市社会最基础
的单元和细胞，与每个市民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据研究，
我国城市居民平均约75%的
时间在居住社区中度过；到
2035年，我国有约70%人口
生活在居住区。居住社区越
来越成为提供社会基本公共
服务、开展社会治理的基本
单元。

但放眼现实，一些掣肘因
素也客观存在。《完整居住社
区建设指南》提到，当前我国
居住社区仍存在规模不合理、
设施不完善、公共活动空间不
足、物业管理覆盖面不高、管
理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以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
套为例，华南城市研究会会
长、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胡刚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介绍，在城市规划
中，城市居住区按户数或人口
规模可分为居住区、小区和住
宅组团三级。其中，住宅组团
人口规模在3000—4000人左
右，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通
常为幼儿园、居委会、小商店
等；小区人口规模在1万人左
右，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通

常有幼儿园、小学、菜市场等；
居住区由若干小区组成，人口
规模在四五万人左右，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有幼儿园、小
学、中学、篮球场以及综合性
商场等。

“现实中，有的房地产商
零散开发土地，建成的楼盘可
能只能容纳几百户。受制于
开发面积，小区配套难以完
善，缺少像学校、医疗、养老等
基本服务配套。”胡刚说。

此外，从地方实践探索来
看，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
作，对于补齐民生短板、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重庆市为例，渝中区双
钢路社区配建了100平方米
社区食堂，日均用餐人数达
150人次，解决了社区内老年
人用餐问题。老人在这里可
以“吃得起、吃得好、吃得香”，
用不着自己做饭，吃完之后还
可以和其他老人一起聊天娱
乐，子女也不用担心老人在家
里不好好吃饭，或者因做饭发
生意外。

近年来，重庆市立足建好
小社区，服务大民生，在新建
项目、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
造中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成效
明显。截至目前，重庆市已完
成82个市级示范完整社区建
设，433个社区达到完整社区
建设标准，“一老一小”建设有
序推进。

建设“完整社区”难在何处

建设完整社区难在何

处？“提高社区居民主动性和
积极性。”曾参与过多次社区
规划、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罗
吉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在罗吉看来，居民是社区
治理的关键主体，确保社区居
民能够积极、合法、有序参与
社区治理，将有助于完整社区
建设工作的有序推进。只要
有一个社区做成功了，会对周
边社区起到极大的示范效应，
便于后期工作的开展。

如何提高社区基层主动
性和积极性？罗吉建议，在政
府、企业、居民之间建立良好
的多方协商机制；同时，针对
社区居民普遍存在的专业知
识有限的问题，可引导各类专
业人员开展知识普及讲座；此
外，可以通过建立各种激励机
制，激发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

记者注意到，《通知》提
到，完整社区将建立健全党组
织领导的社区协商机制，搭建
沟通议事平台，推进设计师进
社区，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完整
社区建设。对于涉及社区规
模调整优化、社区服务设施建
设改造、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功
能配置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大事项，应广泛听取群众
意见建议。

就如何发挥社区居民
的主体作用，已有地方层面
作出相关探索。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的金蝉南里小区
是本世纪初建设的回迁房小
区，居民多为原在本地区居
住的农业人口、城镇职工，
老龄人口比例相对较高，对
公共事务缺少参与热情，社
区认知度和归属感不强。北
京工业大学责任规划师团队
通过社区居民参与式的闲置
空间再利用，系统提升小区
公共空间、公共服务设施的
数量与质量，增强居民的公
共事务参与意识和议事能
力，建设全龄友好型住区，
提高社区居民归属感，为构
建金蝉南里宜居、宜养、宜
游、宜乐、宜业“五宜”社区
奠定基础。

在对金蝉南里社区一处
闲置场地进行改造的过程
中，责任规划师为该试点项
目对接外部资源和设计师团
队，采用参与式设计的方式，
通过儿童工作坊的形式发动
小区内儿童、家长并带动其
他居民积极参与，针对以上
闲置场地提出改造设想和建
议，再由设计师结合专业意
见发展出新颖实用、满意度
高的实施方案。实施完成
后，与居民协商制定场地使
用规定或公约，培养居民使
用维护中的公共意识。

“奋进新时代”主题
成就展在京面向
社会公众开放

11月4日，由中央宣传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

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奋进

新时代”主题成就展面向社

会公众开放。图为观众在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中央综合展区内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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