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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近日，河南省商务厅公布了首
批省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区
（县）名单，许昌市魏都区、鄢陵县成
功入选。

从家里出发步行 15 分钟，能满
足哪些生活需求？买菜、用餐、维
修、养老、托幼甚至工作……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什么样
的？居民能享受哪些便利服务？“小
修小补”的便民服务与城市规范有
序管理如何实现平衡？

12月3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
对市区一些社区进行走访，感受“近
在咫尺”的幸福。

基本需求“圈”里满足

用一刻钟路程留住烟火气

《计划》明确提出，重点发展“一
店一早”、补齐“一菜一修”、服务“一
老一小”。

建 设 便 利 店 满 足 居 民 日 常 生
活，推动早餐点进社区；对菜市场进
行提升改造，增添“小修小补”摊位；
提供老年康护、幼儿托管服务，解决
居民的后顾之忧……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围绕
人群聚居的区域而建，而且关注居
民 对 生 活 品 质 的 要 求 ，也 是 为“ 舒
心”生活而建。

在半截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居民李阿姨对社区医疗服务赞
不绝口：“这里设施齐全，医生服务
好，还有敬老服务室。居民有个头

疼脑热的，在这儿就看了，不用去大
医院挤。”

作为惠及百姓健康、增进民生
福祉的前沿阵地，基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设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
的有力抓手。

许昌市通过打造“15 分钟健康
圈”，让居民真正享受到了“首诊在
社区、小病进社区、康复回社区”的
便捷医疗服务。

借鉴“片警”服务模式，许昌市
还开展了管理网络化、服务片区化、
责 任 一 体 化 的“ 家 庭 医 生 ”团 队 服
务。由全科医生、公共卫生医生、专
业护士等技术人员组成的服务团队
与居民签订统一的服务协议，提供

高质量的社区医疗服务。
如今，从许昌市区任一居民小

区出来，步行不到 15 分钟，几乎都能
找到健身、休闲的游园或绿地。近
在咫尺的免费“健身房”让越来越多
的居民参与体育锻炼，在引领健康
生活的同时，也为文明许昌增添了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从健身到看病再到买菜，一个
个“ 为 民 圈 ”让 市 民 的 生 活 更 加 舒
适、便利。城市真正成为人们追求
更加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

民生问题纷繁复杂，但说到底
就是做好千家万户的事。我们也期
待我市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工作中，带给更多人便利和舒心。

魏都区、鄢陵县获批省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一刻钟，“圈”出美好生活
□ 本报记者张铮

“ 一 刻 钟 便 民 生 活 圈 ”是 什 么 样 的 ？
今年 7 月，商务部等 13 个部门研究制定的

《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23—2025）》（简称《计划》）
对外发布。《计划》中是这样表述的：“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是指在居民“家门口”——
也就是步行 5 分钟至 10 分钟范围内，优先
配齐购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等基本
保障类业态，引进智能零售终端，让消费
更便捷；在居民“家周边”——也就是步行
15 分钟范围内，因地制宜发展文化、娱乐、
休闲、社交、康养、健身等品质提升类业
态，让消费更舒心。

不难看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
是“便捷圈”，还是“舒心圈”。

让我们一起到省级“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试点魏都区的许继社区看看吧。

12 月 3 日 11 时，许继社区居民马跃真
来到离家不足百米的社区生鲜便利店采
购午餐食材。“现在买东西实在太方便了，
下楼就到，商品齐全，价格也低。”马跃真
笑着说。

在许继社区，阳光书屋、诚信漂流屋、
电子图书阅览室可以为居民提供阅读空
间；便民服务大厅可以办理、咨询 6 大类 40
多个事项；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以让居民享
受“首诊在社区、小病进社区、康复回社
区”的医疗服务；生鲜便利店不仅为居民
提 供 新 鲜 蔬 菜 ，而 且 为 居 民 提 供 接 收 快
递、送货上门、交纳水电费等 12 项免费服
务。

“我现在没事就到老年活动中心跳跳
舞，打打牌。这样的日子，你说还想啥？”
采访中，居民张巧云说。

近年来，许昌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聚焦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努力将城市建设得更加和谐、更有
温度。

目前，随着市区三级农产品市场体系
建设的逐步完善，主城区实现了社区生鲜
便利店全覆盖，“15 分钟便民服务圈”已初
步形成。走出家门不超过 15 分钟，就能买
到新鲜蔬菜和各类生活用品，对许昌市民
来说已成为常态。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既
包括一日三餐所涉及的菜市场、早
餐店、便利店等，也包括不起眼的维
修点，满足居民修鞋、修自行车、配
钥匙、改衣服等“小修小补”需求。

在许昌市区，“小修小补”一直
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从 2008 年市
区 出 现 第 一 个 修 锁 、修 鞋 、修 车 的

“三修点”到现在的“社区便民修配
点 ”，许 昌 市 城 市 管 理 部 门 一 直 对

“小修小补”如何更好地回归城市生
活进行有益的探索。

在魏都区北大街道新村社区，
一块“新村社区便民修配点”的牌子
格外醒目。小小的摊位前围满了前

来修车、配钥匙的社区居民。
“我 1976 年响应国家号召，应征

入伍，1978 年光荣入党。”在该修配
点工作的董永长一边忙着手里的活
儿，一边对记者说，他退伍后到商业
系统上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企业改
制时遭遇了下岗。

“我是老兵，也是老党员。只要
群众有修车、配钥匙的需求，我就会
坚持下去。”说话间，记者看到董永
长衣服上“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格外
耀眼。

在市区的角落，像董永长这样
坚守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市区工农
路附近的运粮河社区，樊召亮已经

干“小修小补”近 10 年了。他先后增
加了修鞋、配钥匙等业务。

市区三八路聚集了修鞋、配钥
匙、修车、修拉链的十几个“小修小
补”摊位，是市区提供“小修小补”服
务最集中的区域。在这里摆摊儿的
大多是干了几十年的老师傅，手艺
好、收费低，是周边居民都认可的老

“招牌”。
我市城管部门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利用城市背街小巷、断头路，
设置了 8 个便民修配点，为近百名老
师傅提供了免费经营场地，缩短了
便民服务半径，让生活在城市的居
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补齐“小修小补”

“圈”出城市便民空间

服务“一老一小”

解决居民生活“大问题”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居民带来了便利和舒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