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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让居民的“小确幸”触手可及

■ 编辑/朱泽清李子涵 ○ 美编/尹莉 ○ 校对/杨波 ■

小切口 大民生
从家出发，步行仅需15分钟能满足什么需求？蔬果肉类、粮油副食、日常所需的一站式购

齐，配钥匙、修家电等“小修小补”的妥善解决，养老托幼的护理照料……随着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的建设，类似的生活场景正在北京“遍地开花”，居民日常生活

的“小确幸”变得触手可及。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在

服务半径为步行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以满足居民日常生

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通过多业态集聚形成的

社区商圈。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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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三年行动》）中明确提出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要聚焦

发展“一店一早”、补齐“一菜一修”、服务“一老一小”，推动多种类

型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除了满足购物、餐饮、维修等基本

保障类业态外，《三年行动》中还提到要因地制宜发展文化、娱乐、

休闲、社交、康养、健身等品质提升类业态，全方位提升城市社区

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截至2023年年底，北京已基本建成300

多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到2025年，全市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小周，快来帮我来看看这个遥控器怎么回事，刚才还能用呢，

这会儿又换不了频道了。”“好的，杨阿姨，我骑车五分钟就到，您别

着急！”杨阿姨口中的“小周”可不小，是永定路街道一名有着20多

年家用电器维修经验的老师傅。挂电话后，周师傅立刻穿上印有

“永定路街道”的马甲，拿着上门维修（服务）单，走出云和市集“解忧

社区服务站”，赶往杨阿姨家中。“这些维修的人，很多已经同我们成

为朋友了。杨阿姨八十多岁，眼神和腿脚都不太好，是我们解忧社

区服务站上门服务的‘老客户’。”周师傅说。

钥匙丢了去哪儿配？家电坏了找谁修？……据悉，永定路地区

老年人口基数大，生活需求

比较特殊，随着小区周边

“小修小补”的老行当逐渐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老年

人遇到的生活难题也凸显

出来。去年3月，永定路街

道联合地区的农贸市场云

和市集建设“解忧社区服务

站”，整合了市场中维修、理

发、五金、粮油店等90余家

商户资源。对于纳入解忧

社区服务站的商户，统一悬

挂《海淀区永定路地区便民服务网点》的牌子，让“小修小补”回归百

姓生活，解决居家老人的生活难题。

“理发看似是一件小事情，对于腿脚不方便、不常出门的老年人

来说可是生活中的一件难事儿。”云和市集行政经理吴燕婷说。为

了帮助辖区内的老年人实现足不出户就能理发的心愿，云和市集与

街道多次组织进社区爱心义剪活动，为辖区内的老年人提供免费的

理发服务。“之前行动不便的老人常常需要坐在轮椅上，由家人推着

前往理发店，上门理发服务的推出，对于这些老人来说更像是‘雪中

送炭’。”吴燕婷说。

“我们为所有商户制作了上门维修（服务）单，每次上门服务时，

商户都会填写表单并拍照，然后交给我们。”云和市集根据商户填写

的上门维修（服务）单进行补贴发放，并提交给街道和社区进行复

核，确保服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吴燕婷说道，这样不仅可以让利

润微薄的“小修小补”摊位留在市场，也能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

永定路街道工作人员表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惠民生、暖民

心的重要举措。接下来，永定路街道将聚焦做好民生实事，打造一

批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

捷、服务优质的综合便民服务

圈，做到因地制宜，问需于民，满

足不同类型社区群体的多元化

需求，不断提高地区老年居民的

幸福感、获得感，助力区域生活

服务业发展。

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自今年正式运

营以来，用它的温馨与活力悄然改变着周边老年人

的生活方式。据悉，这里是由北京康养承接运营的

北京市首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也是“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养老服

务中心运营主管李鑫月表示，作为全市首家区域养

老服务中心，与其他养老服务机构相比，这里既能满

足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配置了社区餐厅、老年学堂和

健康小屋，又能提供机构养老服务，设置了托老服务

区，配备14间房间、28张托老床位。

红烧排骨、干锅包菜、香菇鸡腿肉、酸菜白肉

……3月20日中午，记者走进紫竹院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宽敞明亮的社区餐厅，

这里提供了营养均衡、口味多样的餐食。据李鑫月

介绍，餐厅的菜单是经过专业营养师精心设计制

定的，充分考虑了老年人的饮食需求和健康状况。

附近居民刘阿姨告诉记者，她还能从取餐区上的屏

幕看到，社区餐厅在食材选择上的细心，比如在烹

饪时选用更健康的亚麻籽油，并采用明厨亮灶的形

式展示后厨，让她吃得安心。“这里的菜不咸也不油

腻，很适合老年人吃，每天还有十种不同的菜品，吃

着品种丰富些。”80多岁的张大爷也是这里的常

客，“我这次点了四个菜，总共才花了20块钱。更

让我满意的是，这里既可以使用老年卡支付，也接

受现金支付。”据李鑫月介绍，营业至今，社区食堂

每天中午的人流量约100人次，并为居家老年人提

供送餐服务，帮助更多老年人吃上“家门口的热乎

饭”。

“以后有类似的活动我还会来体验的！”“老年学

堂对于上岁数的人来说能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和动

脑能力，活动结束后很有成就感！”如果说社区餐厅

满足了老年人的物质需求，那么老年

学堂则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

求。当天下午，北京

艺 术 博

物馆的专业老师来到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养老服务中

心一层，为辖区内的老年人带来吹塑版画制作体验

活动。上午的“餐位”此时摇身一变成了“学位”，老

年学员们热情高涨，积极参与其中。“现在我们老年

学堂每周至少举办两次，通过对接不同的教育资源

开展书法、歌唱等活动，满足老年人对活动内容的不

同需求，为老人提供集学习、交流、娱乐为一体的综

合性学堂。”李鑫月说。

“帮我开灯。”“帮我打开窗帘。”此外，二层、三层

托老服务区的房间采用“互联网+物联网+硬件”的

设施，可通过语音操控为老年人提供智能化的生活

体验。同时，采用去棱角的家居设计避免老人发生

磕碰，保障他们的安全。“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养老服

务中心为失能长者家属提供托老服务，老人无需远

送郊区，家属下楼或上班途中即可探望，成为开在

‘家门口的养老机构’。”李鑫月说。

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将服务重点放

在了辖区内的老年人和社区居民身上，在步行15分

钟左右的范围内，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助浴、助洁、

陪诊、助餐等158项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紫竹院街道

22个社区。记者了解到，北京市计划2024年全市建

设不少于100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到2025年前，

力争实现每个街乡建成一个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早晨，和煦的阳光照在智能方智慧社区

第三空间的招牌上。刘洋（化名）像往常一

样，早早来到工位，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

作。80后的她是西城区广内街道长椿街社

区的一名居民。自2015年成为“宝妈”后，

离家近、方便照顾家中老小，成为了她选择下

一份工作的主要考虑因素。智能方的工作

人员中，像她这样的本社区居民占了多数。

有的是希望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有的是退

休后想继续发挥余热，为社区做贡献。而智

能方的诞生，恰恰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

《三年行动》在促进就业创业、提高社区

居民收入的表述中提到，要为居民在社区就

业提供便利，打造宜居宜业环境；要尊重退

休人员意愿，为有再就业需求的退休人员提

供服务。据了解，智能方80%的工作人员

是该社区或附近社区的居民，为社区居民提

供工作岗位，正是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

实施重点之一。

儿童活动区、免费阅读区、党员活动室、

社区茶室……对于更多人来说，这间1000

多平方米的智能方智慧社区第三空间是一

个“多功能社区便民场所”，涵盖生鲜菜店、

老年餐厅、居家养老、盲人按摩、打字复印、

家政服务等业态。在智能方负责人刘运林

看来，这些便民服务看似简单，却能给居民

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

“日子越过东西越多，老人大多什么东

西都舍不得扔。”刘运林说道，这种现象在缺

乏足够储存空间的老城区尤为突出。智能

方便民仓储应运而生，不仅为社区老人，还

有附近租房、搬家的人群提供了充足的储存

空间，让物品得到妥善安置，居民不出小区，

就能尽享仓储便利。

“西城区位于北京二环内的市中心，有

着老北京的风貌，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偏

多，腿脚不灵活的老年人在下楼时也面临着

诸多困难。”刘运林说道，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便民超市、家政服务、长者餐厅等便民业

态都提供上门服务，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

尽享便利。

“带鱼多少钱一斤？”“老板订一盒大

虾。”名为“便民”的微信群中有130余位家

住长椿街社区的居民。群主杨阿姨，作为智

能方智慧社区第三空间中社区小百货和便

民菜站的店长，已经在此经营四年。66岁

的她，从智能方建立之初，就为附近的居家

老人提供上门送货服务，她说：“都是老街坊

邻居，举手之劳的帮助而已。我也住这儿附

近，趁腿脚还能动的时候就多走走，挺好。”

在杨阿姨看来，她能坚持到现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智能方对这些“小店”的关照。“房

租成本低、水和暖都免费，降低了我们这些

‘小店’的运营成本，居民步行十分钟就能用

实惠的价格买到生活所需的物品，我也能持

续经营下去，为更多的居民提供服务。”杨阿

姨说。

如今的“多功能社区便民场所”改造前

是“杂乱无章”的小旅馆、群租房，智能方将

老旧小区腾退空间经过设计改造后，打造为

“便民仓储+社区服务”的第三空间。目前，

在全市范围内已建成四座，分别位于广内街

道相来家园、长椿街社区、西便门东里社区、

陶然亭街道南华里社区。“每一个智能方智

慧社区第三空间建设前，我们会做前期调

研，发放问卷调查，了解居民的真正需求。”

刘运林介绍，智能方计划到2025年开30

家门店，利用不同的空间做定制化的服务，

包涵智能仓储、生鲜超市、长者餐厅、居家养

老体验中心，扩大社区便民服务，让业态更

丰富，覆盖北京八大城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长安商场在2019年进行了转型改造，

在王府井集团的带领与大力支持下，从“百

货商场”转型为“生活中心”，成为老北京的

新生活体验场，满足周边1.5公里范围内中

产阶级家庭生活方式的美学空间，重点围

绕“一老一小”的生活场景做好顾客体验，并

积极参与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建

设，经过几年的调整，逐渐成为王府井集团

生活中心产品线的标杆企业。

据长安商场工会主席、总经理助理史

姝枫介绍，长安商场积极参与西城区十分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以服务周边百姓为初

衷，通过开展走访调研，了解到周边居民对

便民性、适老性服务业态有着迫切需求。

因此，商场持续调整，丰富了餐饮业态，满足

顾客多元化的就餐场景；引入时尚生活零

售，如深山集市、王府井全球购等；同时围绕

“一老一小”多次开展社区便民服务、青少年

创意小课堂和假期社会实践等活动，成为

周边顾客离不开的“第三生活空间”。

老少皆宜的“父母食堂”
中午11点多，正值饭点儿，长安商场

地下一层“银发金街”的父母食堂已经排

起长队，香气腾腾的家常菜在自助餐台

上，吸引着周围的老年人和附近写字楼里

的年轻人前来就餐。“我溜达五分钟就到

父母食堂，这里价格合理，我和老伴儿一

共才花四十多块钱，就能吃饱。”刘阿姨

说，开业以来，父母食堂为周边许多老年

人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不想做饭时，她经

常和老伴儿过来用餐。据悉，父母食堂每

天都会迎来约 700 人次的食客，其中

80%是附近的老年人，20%是周边写字

楼的年轻人。“平时工作忙，晚上回家后就

不想做饭了，从单位走到父母食堂也就五

分钟，重点是这儿的饭菜品类多，吃着也

干净放心。”附近工作的张女士说。

“一周内，鱼肉应该吃几天，牛肉应该

如何烹饪，素菜又该如何搭配，我们都会有

所考量。”父母食堂运营方负责人崔立同介

绍道。为了保障老年人的营养均衡，父母

食堂特地邀请了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

费晓东女士担任营养师，为每周菜品的营

养搭配提出建议。制作时，父母食堂的厨

师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口味偏好，特意将

菜品制作得软烂易消化、低油少盐。未来，

父母食堂将与白塔寺药店合作，共同研发

药食同源的菜品，进一步丰富食堂的菜单，

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健康的菜品。

“银发金街”不只有父母食堂
2023年，伴随地下一层“银发金街”

开街，商场围绕银发族的生活社交需求，

打造老年人的专属空间，为社区老人开办

养生、健康生活等领域的银发课堂17场，

参与人数达到500余人次，满足了周边

老人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此外，记者

注意到，“银发金街”不仅设有父母食堂，

还汇聚了生活超市、健康驿站、药店等多

元化的生活服务业态，一站式满足居民的

日常需求。“地下一层虽然是‘银发金街’，

但业态很丰富，年轻人也有很多逛的地

方。”附近工作的刘女士说。

“书店学校”孩子们的第三空间
除了地下一层“银发金街”外，商场在

三层倾力打造儿童亲子陪伴空间，逐步丰

富儿童娱乐体验业态。特别是商场二层

至三层的亲子阅读空间——稲诚及所书

店。据稲诚及所书店总经理庄宁介绍，月

坛街道周边的学区房较多，应周边居民需

求，稲诚及所书店于2020年增设了此项

服务。三年多来，稲诚及所书店已经服务

了400多组家庭，解决了孩子们离开学

校后的吃饭、作业、阅读等问题。孩子们

将书店视为他们成长记忆中的第三空间，

很多孩子戏称这是他们的“书店学校”。

“前来托管的孩子很多都是附近小学的学

生，也住这儿附近，家长下班后顺路把他

们接回去，十多分钟就到家了。”庄宁说。

“不论买书还是借书，只要读了就好。”

面对那些无法走进稲诚及所书店的读者，

特别是老年读者，2023年，稲诚及所书店

与月坛街道三里月新党群服务中心策划了

八场专为退休人员量身打造的“双提升读

书会”，让他们听到、接触到以及感受到阅

读的力量。

未来，长安商场将持续着眼于周边社

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与情感价值，凭借更为

丰富的民需商品，更高品质、更具性价比的

内容，借由多种场景的组合与叠加，为顾客

带来多元化的社交体验，塑造成为高品质

的城市消费中心，构筑一个“老北京的新生

活体验场”，为服务顾客的高品质美好生活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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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修小补”商户变身“解忧人”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更添烟火气

“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中心”
正悄然改变着周边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生鲜菜店、老年餐厅、打字复印……
十分钟的“幸福圈”

当“社区好邻居”
做周边顾客离不开的“第三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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