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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如何推进上海是如何推进““15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分钟社区生活圈””

行动的行动的？？答案是一切以人为本答案是一切以人为本。。

第一就是转变观念第一就是转变观念，，以以““宜居宜居、、宜业宜业、、宜游宜游、、

宜学宜学、、宜养宜养””为愿景为愿景，，聚焦群众的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急难愁盼””问问

题题。。比如比如，，有的社区兴建公共活动场所有的社区兴建公共活动场所，，有的有的

社区改造无序的菜站社区改造无序的菜站，，有的社区增设托育点有的社区增设托育点，，

有的社区筹建更多养老设施⋯⋯每一项举措有的社区筹建更多养老设施⋯⋯每一项举措

都是因地制宜都是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以人为本。。

第二要创新治理方式第二要创新治理方式。。由于存量社区人由于存量社区人

口结构和建设年代的差异性口结构和建设年代的差异性，，普适性规划指普适性规划指

标难以应对社区多元化需求标难以应对社区多元化需求。。为了更好地挖为了更好地挖

掘群众需求掘群众需求，，很多社区自下而上开展居民调很多社区自下而上开展居民调

查和街道访谈查和街道访谈，，引导社区居民就设施使用满引导社区居民就设施使用满

意度意度、、特色化需求等进行反馈特色化需求等进行反馈，，在生活圈建在生活圈建

设中更多体现广大居民的智慧和共识设中更多体现广大居民的智慧和共识。。社区社区

还探索社会各方参与机制还探索社会各方参与机制，，引导居民表达诉引导居民表达诉

求求，，并将需求转化落地并将需求转化落地，，让各方力量都能自让各方力量都能自

主参与创造心目中的主参与创造心目中的““15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分钟社区生活圈”。”。

第三则是着力提高生活圈建设的效率和第三则是着力提高生活圈建设的效率和

精准性精准性。。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转型，，灵活运用大数据灵活运用大数据

等新技术新手段等新技术新手段，，更加精准地复刻市民活动更加精准地复刻市民活动

特点特点、、倾向以及需求画像等倾向以及需求画像等，，帮助相关部门帮助相关部门

更加及时高效地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水平资源更加及时高效地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水平资源

供给供给。。

有了共创机制有了共创机制、、共商需求共商需求，，才能实现共才能实现共

建家园建家园、、共享成果共享成果。。上海上海““1515 分钟社区生活分钟社区生活

圈圈””的探索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提供了一种““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

的城市更新模式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满足着人们对美好生不断满足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活的向往，，使居住环境越来越有温度使居住环境越来越有温度、、越来越来

越有品质越有品质，，让住这让住这

的人满意的人满意，，让想来让想来

的人神往的人神往。。

““話梅話梅””美妆店外景美妆店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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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刻 钟一 刻 钟 ，， 能 走 进 什 么能 走 进 什 么““ 圈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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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钟一刻钟，，也就是也就是 1515 分钟分钟。。它作为一个时间尺度它作为一个时间尺度，，如今还能衡量生活的便捷如今还能衡量生活的便捷

度与幸福感度与幸福感。。近日近日，，商务部等商务部等 1111 部门发文确定了全国首批部门发文确定了全国首批 3030 个城市一刻钟便民个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试点地区生活圈试点地区，，上海市长宁区和普陀区均入选上海市长宁区和普陀区均入选。。

20182018 年年 11 月份发布的月份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17--20352035 年年）》）》在全国率先在全国率先

提出打造提出打造““15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分钟社区生活圈”。”。如今上海的社区生活圈配套愈加完善如今上海的社区生活圈配套愈加完善，，功能日功能日

益丰富益丰富。。

““1515分钟社区生活圈分钟社区生活圈””让我们最直接联想到的是便利让我们最直接联想到的是便利，，但上海的探索远不止这些但上海的探索远不止这些。。

满 足 市 民 需 要 最 重 要满 足 市 民 需 要 最 重 要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闫伟奇闫伟奇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位于位于““静静··邻一家邻一家””二楼的图二楼的图

书馆书馆，，附近居民正在阅读附近居民正在阅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景景摄摄

普陀区曹杨社区百禧公园普陀区曹杨社区百禧公园。。

姜姜 碧碧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这个圈有多大？大概

3 平方公里。这个圈里有多少人？常住人口大约

5 万到 10 万人。这个圈用来干啥？要在附近居

民 15 分钟步行可达范围内，配备生活所需的基

本服务功能与公共活动空间。

城市空间是美好生活的载体。上海在全国

率先提出打造“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让大家第一

次对便捷生活圈的时间、空间及功能有了清晰认

知。如今，在上海的社区生活圈内，居民不仅能

方便快捷地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还能

轻松办理医疗社保、养老服务等民生刚需，更能

在生活圈内找到休闲、文化、艺术、体育等配套设

施，生活内容多姿多彩，生活品质节节攀升。

“社区是城乡生产、生活和治理的基本单

元，是服务市民和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从人的生理机能和生活规律来看，社区中步行

15 分钟以内的空间范围，可以基本满足群众日

常生活的各种需求。”在近日以“15 分钟社区生

活圈——人民城市”为主题的 2021 上海城市空

间艺术季上，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徐

毅松讲述了近年来上海在“15 分钟社区生活

圈”建设中的实践和心得，一个个本地化的解

决方案，构建出一个个“宜居、宜业、宜游、

宜学、宜养”的社区生命共同体。

第一座“高线公园”

作为上海“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成果的

集中展示，今年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与往年不

同，它借由艺术季品牌向全国和世界介绍上海社

区生活圈的经验，让艺术季平台成为推动“人民

城市”建设的更大舞台。上海期待以点带面推动

全市乃至全国开展实践，并以大型文化活动为触

媒，激发社区发展活力。

1 个主题演绎展区、2 个重点样本社区以及 18

个体验社区，构成了 2021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

活动框架。来到艺术季重点样本社区——普陀区

曹杨社区，行至兰溪路口，一座刚刚启用的名为百

禧公园的“高线公园”绝对会吸引你的目光。

有人说，“高线公园”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标

配，如首尔、纽约等地都有这样的街区花园。通

过对城市局部老旧空间的改造，建起一座线形的

“空中花园”，兼顾美观的同时最大限度利用并不

富裕的剩余空间，这成了近年来国际化大都市探

索城市空间利用的一条重要路径。

事实上，作为我国第一个以现代“邻里单位”

规划理论完整建造起来的大型居住区，曹杨社区

的规划设计具备先进性和超前性。“在 2021 上海

城市空间艺术季期间，曹杨社区的序厅展场就设

在百禧公园。”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张玉鑫表示，

百禧公园在改造前是运营了近 10 年的曹杨铁路

综合市场，虽然曾经为群众提供了生活便利，但

随着曹杨商业网点的不断丰富，这样

一个老旧农贸市场已经无法满足人们

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需求，闲置的市场

也 失 去 了 邻 里 交 流 的 空 间 属 性 。 于

是，市场于 2019 年正式关停改造、华丽

转身，如今成了今成了上海第一座“高线公

园”。这个公园这个公园让大家又多了一个好

去处，可以满

足 散 步 、打

球、休息、观

景等休闲需

求。路过的市民对百禧公园交口称赞。

为了打造“高线公园”，普陀区充分听取群众

需求，广泛征集意见。如今，百禧公园虽然刚开

张不久，二层的“云上走廊”已是人来人往，一层

的篮球场也打起了比赛，负一层的空间则办起了

各式各样的展览⋯⋯

在百禧公园中段兰溪路北入口处，记者还发

现了百禧驿站。这座驿站原为铁路市场用房，经

过改造后成为颇具特色的“歇脚站”。在上海城

市空间艺术季期间，驿站在提供咖啡、简餐等服

务的同时，还邀请美食家、艺术家、主持人等在此

开展餐桌礼仪、花草艺术、旗袍文化、儿童演讲等

主题活动。艺术季后，驿站将作为社区服务点继

续运营，为前往百禧公园游览的参观者和社区居

民提供室内休憩空间。

曹杨社区让我们看到老社区在空间改造后的

新潜力。改造项目为居民 15分钟的动线上增添了

更多生活节点，弥补了公共活动与休憩空间的缺

失，打造有温度的生活场所和独具特色的公共空

间，让“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内容更加丰富。

能“搞定一切”的昌平路

上海每个街道都有各自的人口、环境等特

点，很多街道都因地制宜在服务半径内构建属于

自己的“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其中江宁路街道

就选取了“集中”的方式。

位 于 静 安 区 江 宁 路 街 道 昌 平 路 710 号 的

“静·邻一家”江宁路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如

今是附近居民“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据点”。

在这座 7 层楼、占地 3800 多平方米的社区党群服

务综合体里，集合了党建、党群、文化、精神文明

等公共服务功能，平日里的生活事项咨询受理等

综合业务也都能在这办理。

在“静·邻一家”二楼图书馆，80 岁的邱先生

正在看报，自从有了这个图书馆，来这里读书看

报成了他每天最重要的活动。“每天步行 5 分钟

就能走到这里，图书馆的环境好服务也好，有时

家人还带着孙子来这里参加读书活动。”

这座街道图书馆虽然规模不算大，却花了不

少心思。尤其是馆内的自动借还书系统，在上海

市智能化图书管理系统中名列前茅。“我们这里

每本书都有两个标签，一个是上海图书馆制定的

索书号，另一个是我们自己制定的电子标签。通

过电子标签，我们可以用一辆智能书车把书精确

还到书架上。”江宁路街道图书馆负责人朱宇翔

表示，智能还书系统不仅提升了街道图书馆的服

务效能，还吸引了更多市民将阅读作为生活圈中

的重要内容。“街道的智能图书馆以及儿童阅读

区备受附近居民的喜爱，每到周末，这里人气都

非常高。”朱宇翔说。

“街道以‘静·邻一家’作为构建‘15 分钟社区

生活圈’的核心点，优化公共服务站点布局，在昌

平路上整合党建群建、事务办理、日间照料、文化

休闲、亲子活动等公共服务资源，打造 15 分钟可

达的‘家门口’服务圈。”江宁路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朱凤介绍，江宁路街道面积 1.84 平方公里，拥

有 7 万多人口、16 个居民区，这在上海中心城区

中属于人口密集街道，不过街道居民生活半径相

对集中，并且基本都能在 15 分钟之内步行到昌

平路，因此在这条路上“集中式”布局一条生活服

务、政务服务“中心带”成为街道构建 15 分钟社

区生活圈的落脚点。

“静·邻一家”的对面就是江宁路街道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也是上海市第一批、静安区第

一家实行“全市通办”“全年无休”的服务点，承接

200 项事务受理，年均受理量达 15 万件。记者来

到该中心时，正好碰上留学回来的张思雨在办理

就业创业证，曾经繁琐的办证流程如今只需 10

分钟就能全部搞定。“前几年听说办理这个证要

跑好几个部门，现在很多政务事项在这里一个窗

口就办好了，从家里走过来也就 10 分钟，实在是

太方便了。”张思雨说。

“在街道内，有不少服务功能是少于 15 分钟

就可以实现的，比如一些为老助餐点在附近的社

区居委会就有设置，街道服务层面会着力解决更

有普遍性的问题。”朱凤表示，除了党群服务中

心、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外，昌平路上的这条“服务

带”还有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生活服务中心、企业

服务中心等一系列管理服务站点。此外，江宁路

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也于 10 月 14 日正式

揭牌成立，包含长者照护之家、长者食堂、家庭医

生工作室以及爱老家园等一系列服务功能和设

施，老年人在这里又多了一处生活园地。

创造更高层次生活供给

在社区功能建设越来越丰富完善的现在，除

了将各种服务功能聚合以外，生活圈里应当拥有

更高层次的供给。

什么是更高层次的供给？除了衣食住行等

基本生活供给，社区里还应有一些空间可以调动

居民对生活的热爱，唤醒百姓对本土文化的关

注，甚至提升群众的生活品位和审美能力。如

今，这些承载着特殊功能的城市空间已经在上海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中渐渐萌芽。

位于徐汇区的武康路被誉为浓缩了上海近

代百年历史的“名人路”，如今这里既有老洋房也

有新小区，街道居住的本地人很多，外国人也不

少，这里的建筑风格融合中外，文化氛围开放包

容。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座与著名的武康大楼颜

色相近、外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不规则三角形

建筑矗立在武康路与安福路的交会处，与武康大

楼遥相呼应。这不是什么艺术馆，而是一家名为

“話梅”的美妆店。

商店里的美妆店常有，路边有如此艺术造型

的美妆店还真不多见，这家 700 平方米的“街角

美妆店”不走寻常路，一层竟是一整层的咖啡店，

二层以上才是主营的美妆区。周边居民常在一

层闲坐喝咖啡，甚至在这里取快递、遛狗，店门口

处放着供狗喝水的小碗，一把把免费雨伞立在旁

边。初来乍到，一时竟看不出这里到底是驿站、

咖啡店，还是便利店、美妆店。

“可以把‘話梅’看作是一个供人们歇脚的地

方。”“話梅”联合创始人钟太鹏告诉记者，如今武

康路火了，人也多了，但供人们歇脚的地方却不

多，因此他想把美妆店变成一个公共空间服务于

社区，并以美妆产品为载体传播关于美的文化与

艺术理念，在富有情调的武康路上打造一个“美

的空间”，成为独树一帜的城市符号与美学地标。

“很多附近居民来这里，并不一定是买化妆

品，而是来这里了解电影、艺术、音乐等内容，这里

有时候会放映电影，办小型艺术展、艺术沙龙，在

传播艺术的同时让人们更热爱生活，提升人们的

艺术品位。”钟太鹏说，随着主业逐渐稳定，他更想

做的是社区美育的普及，并为街道提供一个休憩

场景，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提供一处目的地。

位于静安区西康路的唐香文化空间也是这

样一处目的地，只不过这里为社区居民带来的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近年来社区附近多了不少这样的文化空

间，看展览都不用专门去展览馆了。”住在西康路

的李德民是一位书画爱好者，如今隔三差五去唐

香文化空间逛逛已经成为习惯。

“我们的文化空间坐落在社区里，布置也像

家里一样，让居民在参观时有一种亲近感。”唐香

文化空间负责人孙楚瑜表示，社区文化空间就是

要区别于专业展馆并融入生活，要让体验传统文

化成为群众生活的日常，成为生活圈中的重要选

项。“我们还和附近单位的工会合作建立了职工

文化体验站，未来还会有花艺、茶道、汉服、书画

等一系列展览和文化体验活动，希望这处社区空

间可以让传统文化艺术走出殿堂，走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