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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放到启童社区托育点，有专业的老师对孩
子悉心照顾，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近日一大早，
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东环社区居民雍小燕把孩子送到
社区托育点后就安心上班了。雍小燕一家人平时都要
上班，腾不出手照料孩子，家门口托育点的开设大大解
决了她的后顾之忧。

今年，东环社区打造“启童社区托育点”，开展全日
托、半日托、小时托、周末托等多样化的“托育加油站”服
务。托育点内设置绘本阅读区、益智区、游戏区等功能
区，有图书架、幼儿滑梯、分龄玩具等，还配备了专业老
师与保健员队伍，为3岁以下的幼儿家庭提供早期教
育、绘本阅读、父母育儿培训等专业科学的育儿指导和
教育，让居民享受触手可及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做完理疗后肩膀热乎乎的，不疼了，也更灵活了。”
71岁的居民郭玉霞体验了为期4天的艾灸凳项目后，直
夸社区推出的康养项目实用。今年，永宁县团结西路街
道团结社区推出“1元畅享”康养服务，居民每天花1元
即可享受理疗仪、艾灸凳、按摩椅等康养服务项目。

团结社区党总支书记袁芳介绍，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配备了由共建单位与社会组织捐赠的低频理疗仪、艾灸
凳、按摩椅、理疗床等康养设备，均以“公益+低偿”“公
益+志愿”的模式向辖区居民开放使用，让居民享受“家
门口”的贴心服务，目前已服务400余人次。

在兴庆区大新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在这里
打乒乓球、下棋、唱歌，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据介绍，
该服务中心为老年群体提供了免费的社交空间、活动空
间、公益义诊、特色老年趣味活动等，还为老年人提供助
餐、助购、助医等“十助+N”服务，同时开展旅居养老、免
费建档、免费评估、养老服务集市等特色服务，让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既舒适又舒心。

儿童和老年人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重要保障对
象。近年来，银川市针对“一老一小”完善相应业态供
给，强化教育保障，整合文体设施、儿童游乐设施等资
源，增补完善社区儿童服务短板，依托居家智慧服务平
台，为老年人提供35项“点单式”家伴护理服务，引入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运营16家社区食堂，为60岁以上老
年人优惠配餐，为失能和高龄老年人免费送餐，切实提
升居家养老服务品质，打造“一老一小”幸福圈。

近年来，银川市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先后出台《银川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试行）》《银川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2021~2035
年）》等工作方案和专项规划，并形成了5方面、22项可
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做法，银川市“因势而谋，党建引领
与服务便民相得益彰”“顺势而为，消费提质与服务扩容
齐头并进”“借势而进，社会资源与部门力量化零为整”
等5项经验做法被全国推广，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取
得了良好成效。

下一步，银川市将以多业态集聚的社区商圈为基
础，以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为支撑，通过科学优化布局、

补齐设施短板、丰富商业业态、壮大经营主体、创新
服务能力、引导规范经营，推动形成商业设施

与公共设施联动、商业运营与社区治理
贯通、业态发展与居民需求匹配的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发展格局，让居
民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幸福
感更可持续。

要“全”更要“质”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圈出高品质生活
本报记者刘嘉怡

2021年，商务部等12部门发布关于推进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提出要
提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的便利化、标准
化、智慧化、品质化水平，将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打造成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服务保
障民生、推动便利消费及扩大就业的重要平
台和载体。

同年，银川市被评选为全国首批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后，扎实推进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力打造居民家门口高
品质的“幸福生活圈”，形成了一批典型先进
经验。从怀远观光夜市打造环形过街天桥，
到丰富健身步道等体育设施，再到打造城市
书房和悦书房，日新月异的变化为广大市民
提供了更便利的生活体验。

随着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不断深
入，“圈”中的内容和服务也走到居民身边，
更加贴近居民生活。“小修小补”重回社区、

农贸市场更加规范、“一老一小”服务越发精
细，品质化、多样化、接地气的服务正慢慢为

“圈”填充色彩。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建成枫
林湾、湖畔嘉苑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1个，
覆盖小区97个，“15分钟养老生活圈”“15分
钟健康服务圈”“10分钟文化生活圈”“10分
钟体育健身圈”“15 分钟政务服务圈”等各

“圈”叠加融合，持续为居民生活“幸福圈”添
砖加瓦。

以步行15分钟为半径，在
这个范围内有多少种生活服务？从

磨刀磨剪子到缝衣补衣，从早餐摊点到便
民菜市场，再加上医疗、教育、娱乐等多元化配

套体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涵盖了居民对日常
生活、品质生活的多重需求，使幸福生活抬脚可达、
抬眼可望、触手可及。

自2021年被商务部评选为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以来，银川市按照便民、惠民、利
民要求，不断完善商业布局，积极推动社区商业、特
色街区及重点商圈建设，打造一站式、多业态、体
验式的便利消费模式，全市商业基础设施和便
民设施进一步完善，商业结构显著优化，

全力打造“家门口的幸福圈”。

“我要两个豆沙包！”“黄米糕今天
还有吗？”早晨8点钟，金凤区鲁银城市
公元小区门口的爱心早餐小铺前围满
了前来购买早餐的群众，在蒸笼和一
桶豆浆后面，摊主正忙着为顾客装袋
打包。

这间1平方米左右的移动早餐小
铺是住户路倩每天都会光顾的地点。

“我需要坐公交车上班，从小区出来以
后，在门口顺手买两个热腾腾的包子当
早点。”路倩说，以往家门口的早餐店以
拉面为主，吃一顿早餐要花好一阵时
间，“现在买完就走，天冷了揣在手里也
暖乎乎的，非常方便。”

除了门口美味又便捷的小吃，路
倩明显感觉到这几年小区周边各种
业态的门店越来越多，为日常生活带
来了很大的便利。去年小区门口开
了一家新百多点智慧超市，该超市
24 小时开放，且实行无人值守自主
选购的模式，就算是在凌晨，也不用
为购物发愁。

为此记者深夜来到该小区门口的
新百多点智慧超市，按照贴在门口的
提示进行操作，在使用微信扫码后门
禁自动打开，在店内选购好物品后，
通过多点自助购买机结算并付款，随
后再次使用微信扫码，门禁自动打
开，就可以离店了。同时店里还配备
了智能识别称重系统，让整个购物过
程快捷方便，充分展现了数字生活的
智慧和便利。

在金凤区中海悦府小区门口的新
百“趣吉豆”门店，水果、蔬菜等品类一
应俱全，但最吸引居民李子京的是门店
的便利饭团。“我之前在外地上班时习
惯到便利店买饭团当早餐，回到银川后
意外发现在家门口的新百‘趣吉豆’门
店也能买到，还挺惊喜的。”李子京说，
如今他每天都会来到店里买饭团，然后
再用门店的微波炉加热，既快又便利地
买到每天的早餐。

“一店一早”是居民日常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银川市大
力推动连锁经营、品牌企业及电子商
务等新模式新业态进社区，补齐基本
保障类业态，扩充品质提升类业态。
目前，社区商业便利网点门类逐步完
善，生鲜超市、连锁超市、便利店、智能
提货柜、绿色回收等业态覆盖率持续
提升，智慧化、多元化、便利化的“一店
一早”集群让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加轻
松便捷。

“吴姐，我这件衣服拉链坏了，换个拉链
得多长时间？”在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胜利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中，一间小小的社区裁
缝铺正在营业，居民一边和裁缝铺的主人吴
治春闲聊，一边等着拿修补好的衣物。

今年，胜利社区结合居民实际需求，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了这间“社区裁缝铺”，
不仅解决了大家随时缝补衣服的需求，还让
需要在家照顾老人的吴治春在家门口找到了
一份合适的工作。“虽然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
好了，但缝缝补补依然少不了。社区裁缝铺
还面向残疾、低保、高龄老人等困难群体推出
了低于市场价格的公益价，让大家享受到专
业、实惠的便民服务。”胜利社区党总支书记
唐静说。

在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永和社区“便民
工坊”，除了可以缝衣补衣外，工坊还为居民
提供磨刀磨剪子、家电维修、配钥匙等多项

“微小”服务。为让辖区内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残疾人也能享受各项便民服务，永和社区
还把各项便民事项和联系方式做成“便民通”
服务卡发放给居民，只需要拨打电话就能预
约上门服务，让“小修小补”惠及社区的每个
居民。

“之前在市场买菜，地面的菜叶子及污
水随处可见，现在地上干干净净，都能照镜
子了，变化非常大！”走进永宁县新谷南桥智
慧农贸市场，蔬菜区、水果区、肉禽区、水产
区、百货区等分区一目了然，干净丰富的菜
品有序陈列，每个摊位都统一安装着商户信
息公示屏、张贴着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栏，让
消费者更清楚地了解当日市场菜价和产品
检测信息。

今年，永宁县聚焦打造安全便利、可溯
源、人性化的智慧农贸市场，先后对杨和镇
农贸市场、望远集贸市场和胜利乡集贸市场
进行了提升改造，通过进驻智慧系统、提升
优化基础设施等，成功打造了一批综合性、
有特色、惠民生的集贸市场，让居民购买生
活物资更安心便捷。

近年来，银川市加快线下销售网点建
设，优化鲜活农产品零售网点布局，推动便
民智慧农贸市场、社区蔬菜直销店改造升
级，进一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
品质消费。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生鲜超市
1006个，农贸市场56家，智慧便民菜市场3
家，早（晚）市 54 个，社区蔬菜直销店 112
家，便民流动早餐车324个，社区便民果蔬
车54辆，农副产品平价商店7个，标准化菜
市场4个，让“一菜一修”成为居民生活中的

“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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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小南门早市购买日常用品。

“一老一小”共享空间为青少年提供托管服务。

新百“趣吉豆”门
店为居民提供用餐区。

居民在团结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体验理疗服务。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刘嘉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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