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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修小补”回归，银川开启“近享”模式

15分钟便民生活圈，圈出幸福小日子

3月14日，童萌亲子园里，老师带着孩子做游戏、讲故事。

3月13日，金凤区福通社区“邻里互助站”开展便民服务。

15分钟的美好半径

“小修小补”回归生活，是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补短板、强
弱项，为职工群众提供更加便
利化、智慧化、品质化服务的
缩影，也是持续推进“15分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精细化服
务居民的体现。

2021年，银川市入选全
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试点名单；2024年，银川市
成功入选城市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首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
点名单。通过多年持续推进
建设，如今，银川的“15分钟
便民生活圈”让居民幸福生活

“近在咫尺”。
走进金凤区七子连湖社

区，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大
屏幕上，可以清晰看到步行
15分钟半径内覆盖的服务内
容。菜场超市、早餐店、便利
店、快递站点、公园、医院、学
校、银行一应俱全，还有娱乐、
健身、养老、政务服务等配套
服务。“我早上步行5分钟把
孩子送到小区幼儿园，再走5
分钟到旁边的华雁湖市场买
菜，回来到广场上散散步、跳
跳舞，之后再到小区的老年大
学上课。中午如果不想做饭，
可以在社区食堂吃饭。”3月

14日，正在社区老年大学学
吹葫芦丝的居民白金凤说，随
着“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
建设，她感到生活越来越便
利，退休后的生活变得丰富
多彩。在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 3楼，七子连湖社区引进
了 0~3 岁 幼 儿 托 育 机 构
——童萌亲子园。早上 10
点，社区居民带着孩子来到
这里，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游
戏、读绘本、讲故事。孩子
们有了玩伴，居民之间也变
得更加熟络。

近年来，银川市建设了
293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
及市民驿站、邻里中心、卫生
服务站，提供托育养老、助餐
助洁等个性化服务200余项；
引导智慧零售连锁企业进社
区，开设便利店近1000家；畅
通终端配送网点，建成快递末
端服务站点2357家，投放快
递柜1150组；建设室外笼式
场、水上运动场、滑雪场等体
育场地 12562 个，健身站点
248处，健身步道延长至330
公里……这些举措满足了居
民“最后一公里”的需求，让市
民在15分钟的步行半径内，
遇见更多美好。

社区里一个小小的便民
阵地，菜刀钝了可以免费磨，
拉链坏了可以免费修，还能理
发、测血糖；街边一个小小的
摊点，既能修自行车，也能配
钥匙、换拉链……近年来，银
川市持续推进“15分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让“小修小补”
的服务有序回归百姓生活，也
让幸福变得“近在咫尺”。

社区里的
“邻里幸福站”

“老李，帮我看看这几把刀，实
在是钝得不行了，以前也没地方
磨，只能麻烦你了。”3月13日，金
凤区福通社区“邻里互助站”开展
便民服务，一大早，社区老人李凤
花就拿来4把菜刀，请志愿者帮忙
磨刀。“虽说磨刀是件小事，但却是
生活中的‘刚需’。我年纪大了，自
己也不会磨刀，社区设置了这个免
费磨刀点，真是太方便了。”李凤花
高兴地说道。

如今，这样的小屋遍布银川各
个社区，为居民提供便利，温暖着
每一个人。“便民生活铺”“邻里互
助站”“便民服务驿站”……虽然名
字不同，但服务内容都是为了方便
居民生活，也让银川“15分钟便民
生活圈”的服务更加细致、贴心。
2024年，金凤区将建设便民生活驿
站列入当年的民生“十心”实事，驿
站由金凤区总工会出资打造，并引
进专业人员低偿为周边商户、职工
和群众提供理发、缝纫锁边、磨刀、
配钥匙、清洗锅底等小微服务。当
年计划打造10个便民生活驿站，
同时在街边设置33个便民维修点，
为居民提供缝纫、修鞋、补胎、磨
刀、配钥匙等服务；兴庆区在街道
设置了41个便民维修点，让市民
随处都能享受“小修小补”；贺兰县
则推出了家门口的“小修小补”流
动摊点，既充满烟火气，又饱含人
情味……

“小修小补”看似微不足道，却
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关系
着老百姓的幸福感。“别看只是一
个小小的摊点，真的会让人觉得很
幸福。”居民张文婷谈起自己给儿
子修拉链的经历，“有一天孩子放
学回来，校服拉链坏了，第二天还
得穿。我自己不会修，也不知道哪
里有换拉链的地方，正着急时，忽
然想起社区有这个摊点，赶紧跑过
去，十几分钟就修好了。”张文婷
说，对她而言，社区里的这个小摊
点，就像是一个温暖小屋。

链接资源 能人上阵
便民驿站用处多

“我真没想到冰箱坏了，在社区的便民
服务点也能修好。一个小小的服务点，真
是‘藏龙卧虎’，能人不少啊！”一位社区居
民惊叹道。

“社区便民服务点是一个阵地，我们通
过这个阵地链接资源，充分挖掘各方面的
能人、达人为居民服务。”福通社区党委书
记王丽介绍，在他们社区的“邻里互助站”，
不仅有磨剪子、戗菜刀的老师傅，还有精通
电器修理的修理工，更有医生、律师、教师
等专业人士。社区党委以居民需求为出发
点，整合挖掘可利用的资源，着力打造“便
民服务圈”。“前段时间我们举办的骨密度
健康筛查活动，就是链接了银川市第二人
民医院的资源，将医院的专家请进来，为居
民提供健康检查服务。”王丽说道。

而在西夏区金波路社区，社区通过引
入“小积分”机制，撬动邻里资源，充分挖掘

“小区达人”，发挥能人力量。目前，金波路
社区已有60多名党员群众加入修理、教
师、律师、医生等7支达人团队。同时，社
区还发动辖区内的绿洲琴行、有所为教育
等近40家商铺和培训机构，形成“商居全
域生态链”，发挥由商圈商家组成的“商居
联盟”作用，激活商铺人气，盘活多方资
源。“小修小补”的摊点，逐渐扩展为社区治
理的阵地，联动实现了“家门口”议事。居
民通过参与闲置物品捐赠、维修互助、环境
卫生、文明宣讲等志愿服务，进一步增强了
社区凝聚力。

“这个摊点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3月
14日，在正源街和南薰西路交会处西北角
的金凤区便民维修点修自行车的张女士说
道。她的儿子今年上初三，初中三年只要
自行车出现问题，都会来这个摊点修理。
在银川街头，这样的修理摊点随处可见。
在“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中，银川市
坚持以群众需求为指引，从点滴处入手、细
微处着眼，免费统一规范门面，并通过租金
减免、点位优先、政策扶持等方式，鼓励“小
修小补”等便民业态向好发展。这不仅精
准解决了市民的生活需求，也为手艺精湛
的传统手艺人提供了生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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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居民在社区老年大学里跟着老师学习跳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