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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我国城市居民约有75%的时间是
在所居社区中度过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2035年我国将有7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社区。
这样的背景下，社区愈发成为提供社会基本公
共服务、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空间载体。

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民生诉求愈
发多元化精细化。为更好解决老百姓的“急难
愁盼”、与时俱进为社区做“加法”，开展完整
社区建设试点可谓提升城市基层治理能力和
居民生活品质的有益探索，有利于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那么，何谓“完整社区”？顾名思义，就是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仅包括住房问题，还
包括服务、治安、卫生、教育、对内对外交通、娱

乐、文化公园等多方面因素，既包括硬件又包
括软件，内涵非常丰富。

“具体来说，一个完整的社区应该包含基本
的公共服务设施，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幼儿园、
老年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还应有健全的便
民商业服务设施，如便利店、菜店、食堂、理发店、
邮件和快件寄递服务设施等。”中国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旻说。此外，完整社区还要有
较为完备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并配有充足的公
共活动空间和较为完善的社区治理机制。

从地域范围看，社区之“完整”，关键在便
捷。完整社区要与“15分钟生活圈”相衔接，这
意味着其建设应以居民步行5至15分钟可达
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为原则，满足居民日常

生活需求。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建设完整社区是城

市资源、服务和管理层级逐步下沉至社区的关
键举措。“打造完整社区有利于推动城市基本
生活单元升级，促进城市服务精细化。这不仅
是关注居民综合需求和宜居满意度的具体表
现，也是优化调整城市结构、完善城市功能，解
决不紧凑、不舒适、不宜居等诸多‘城市病’问
题的重要举措。”杜旻说。

根据《通知》，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自
2022年10月份开始，为期2年，重点围绕社区
服务设施将得到完善、生活环境更加宜居、智
能化服务加速推进、社区治理机制更加健全等
方面探索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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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是福建厦门人，住在
位于厦门老城区的先锋营小区。
回忆起小区旧貌，陈女士连连表
示“很糟心”：“这个小区大概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是典型
的老旧小区。以前小区环境确实
不行，‘蜘蛛网’管线密密麻麻、
乱七八糟。路面也到处坑坑洼
洼，遍地污水。”

这样的局面在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中得到了改善。前几年，厦门
市启动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大龄”
小区，先锋营自然也在改造名单
中。让陈女士感到惊喜的是，小区
居民参与到了自家社区的改造中
来。通过选举居民代表，小区形成
了居民自治小组，改造啥、怎么改，
由居民自己说了算。如今，改造后
的小区不仅样貌整洁，地下管网也
全部更新。在这个“无物业”小区，
居民成了自我管理的主人。

在厦门，打造完整社区有一
套完整标准：“六有”“五达标”“三
完善”“一公约”。所谓“六有”，即
确保社区有一个能提供基本社区
服务等功能的综合服务站、一个
幼儿园、一个公交站点、一片公共
活动区、一套完善的市政设施和
一套便捷的慢行系统；“五达标”，
指的是外观整治达标、公园绿地
达标、道路建设达标、市政管理达标和环境卫
生达标；“三完善”，即组织队伍完善、社区服
务完善、共建机制完善；“一公约”，则是要形
成社区居民公约。由社区居民共同商议、达成
共识，自己拟定社区公约，形成居民愿意参
与、相互监督的社区自治氛围。

最近，宁夏回族自治区印发《城市社区规
范化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2023
年为以规范化建设为重点，根据社区治理实
际需求，优化社区和网格设置，党的组织和
工作全面覆盖，确保党建引领网格管理服务
更加精细精准，平急转换机制全面建立。
2024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党群服务
中心全面优化升级，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党的
组织和工作全覆盖，业主委员会普遍设立党
支部或党小组，新业态就业群体普遍纳入城
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格局，社区自治活
动广泛开展。2025年以深化基层治理为关
键，城市基层党建组织体系高效运转，党组
织和党员作用发挥充分，新时代“枫桥经验”
城市版普遍推行。

完整社区建设，本质是重塑社区形态，探
索新型社区治理模式，通过硬件的完善促进
软件的提升，为生育政策、居家养老、青年发
展提供更多托举。在此过程中，社区居民不
仅是被服务对象，也是社区提质升级的参与
者、建言者和建设者。只有从城市、街镇到社
区以及居民各方形成合力，才能形成共建共
享共治的社区建设新格局。

米粉肉、西红柿炒鸡蛋、清炒时蔬……日
前，在安徽省枞阳县枞阳镇新华社区老年食堂
内，老人们一边闲聊，一边吃着热腾腾的饭菜。
除了来到食堂就餐的老人，社区志愿者们还会
给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送餐上门。

为更好地服务居民，新华社区规划建设好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对已建成的幼儿园、老年服
务中心、老年人食堂、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人
活动室、青少年活动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快
乐假日学校、老年学校进一步完善，并建好托儿
所和老人、青少年活动广场，利用辖区内小学、
幼儿园开展“四点半课堂”，使60％以上建筑面
积用于居民活动，适应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我们将尽快补齐社区服务设施短板，全
面改善人居环境。”新华社区党委书记陈国涛
介绍表示，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服务，
用心用力建设完整和谐社区。

而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凤天路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每隔一段时间，这里就会
开展葫芦丝、围棋、陶艺等特色培训项目。住在
这个社区的老年人不时会来这个养老服务中
心休闲娱乐、学习知识。

“为了满足‘一老一幼’需求，我们前几年
建起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儿童之家。养老中
心里设有休闲活动室、理疗室、健康指导室等
功能区。儿童之家配备有儿童图书室和游乐设
施，为孩子们提供休闲娱乐场地。”凤天路社区
工作人员介绍道。

除了服务老人，社区食堂也温暖了很多“空
巢青年”。“一碗葱油拌面，一杯现打豆浆，再来
一份煎饺。”说话的是浙江省杭州市古荡街道嘉
荷社区“嘉味道”食堂的打饭刘师傅，看到迎面
走来的顾客小刘，他已经报出了对方的早餐餐
单。小刘边微笑边刷饭卡，“每天走路几百米，就
能吃到热菜热饭，让我在杭州有了家的感觉。”

28岁的小刘是嘉荷社区的租户。嘉荷社
区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区，像小刘这样的

“空巢青年”不少。“如何好好吃饭”成了这个
群体在社区生活的最大问题。2022 年 11 月
起，嘉荷社区开展食堂关爱实施项目，为辖
区“空巢青年”营造温馨幸福的大家庭，让他
们吃得更好。

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补齐短板建设
完整社区，对于服务居民日常生活、完善城市
功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通知》，完整社
区要适应居民日常生活需求，配建便利店、菜
店、食堂、邮件和快件寄递服务设施等便民商
业服务设施。统筹若干个完整社区构建活力街
区，配建中小学、养老院、社区医院等设施，与
15分钟生活圈相衔接，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
公共服务。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社区聚焦“为
民、便民、安民”切实提供服务，也不断探索社
区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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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

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健
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整合各种

资源，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近期，住建
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
点工作的通知》，提出重点围绕完善社区服务设
施、打造宜居生活环境、推进智能化服务、健全社
区治理机制四个方面，打造一批安全健康、设施
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社区样板，这对于服务居
民日常生活、完善城市功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从服务居民日常生活看，我国城市居民平均
约75%的时间在居住社区中度过，尤其是老年人
和儿童在社区的时间最长、使用设施最频繁，但
他们的步行能力有限。建设完整社区，让居民步
行5至10分钟就能到达幼儿园、老年服务站、菜
市场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能够极大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从完善城市功能结构看，城市是一个有机生
命体，但传统规划将不少城市分割成了功能单
一、相互分离的居住区、工业区等，造成了出行
难等“城市病”问题。建设完整社区，可以通过构
建规模适宜、功能完善的基本单元，构建“建筑
—小区—社区—城区”的城市结构，便于打造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源、服务、管理向社区

转移，为居民提供了更精细的服务。2018 年至
2021 年，全国设市城市新建居住区达标配建养
老服务设施的比例由 31.2%提高至 61.6%；2019
年至 2021 年，全国累计开工改造了城镇老旧小
区11.5万个，在各地改造过程中，共增设养老等
各类社区服务设施3万多个。

但也要看到，当前社区仍然存在规模不合
理、设施不完善、公共活动空间不足、物业管理
覆盖面不高、管理机制不健全等突出短板，与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差距。为了指导
各地统筹推进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工作，住建部结
合 60 多个城市、超过 200 个老旧小区调研情况，
编制了《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当前，各地正
按照指南，结合城镇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城中
村改造等工作，积极提升完整社区覆盖率。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社区的区位、规模、人口
构成等特征并不相同，完整社区建设要避免“千
区一面”，不能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应坚持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根据社区居民的年龄构成与
人群诉求，因地制宜布置功能与设施。比如，新
建社区可以建设多功能运动场地，而既有老旧小
区可能只能通过改造绿地、空地等闲置空间增加
公共活动场地。

着力群众关切的“一老一幼”设施建设，聚焦为
民、便民、安民服务，补短板、强弱项建设完整社区，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社区做到居民有需求、社
区有服务，让社区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完整社区是什么

肚子和心里都要暖，为民服务做到心坎儿上

一天，回到社区报
到的党员老赵，在“农林
人家”微信小程序公布
社区的最新活动安排中
看到，社区趣味运动会
需要志愿者，立即报名
参加。老赵所在的广东
省广州市越秀区农林街
道农林上路社区历史人
文底蕴深厚，社区内商

肆林立、人来人往，充满烟
火味。社区居民可以在家

门口看电影、健身运动、品
美食、喝咖啡。社区先后获得“广
州市绿色社区”“全国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广州市容貌示范社区”等
荣誉。老赵要参加的社区趣味运动

会，不仅增加了社区的凝聚力，大家也在
一起为社区的公共卫生和美化环境出谋
划策。这样的活动，是农林上路社区不断

向完整社区迈进的一个缩影。
为更好服务居民，农林上路社区进行了微

改造，打造了乐活小院，采用符合海绵城市理
念的透水铺装和生态环保的陶瓷颗粒，并增种
绿植和运动设施等。“我们在空间有限的老城
区，打造为可供儿童嬉戏、青年闲谈、老人休憩
的全龄共享乐活小院和全龄康乐社区。”农林
上路社区居委书记彭延丽介绍。

社区还在路上设置了多个宠物便便纸箱，
为居民遛狗时提供狗狗“厕纸”，并增设了2个
垃圾房和5个垃圾围蔽点。“社区建设要集思
广益，美好生活是从精微化开始的。”街坊李大
姐认为。

而在北京的一个社区，70多岁的老住户孙
女士之前想搬家，现在却决定留下来。“原本坑洼
的道路、斑驳的墙壁被翻整一新，社区食堂饭菜
实惠，老年会客厅活动丰富，新引进的物业维修
保洁都挺尽责，将社区打理得井井有条。”孙女士
这样对家人解释自己的“反复”。住得方便舒心，
还有几十年的老街坊，她当然舍不得走。

事实上，北京近些年已经先行一步，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原则，持续加强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有蔬菜零
售、便利店（社区超市）、早餐、家政、美容美发、
末端配送（快递柜）、洗染和便民维修等8类网
点超过9万个，已实现全市社区基本便民商业
服务功能全覆盖。在此基础上，“推动生活性服
务业的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正成为北京的下
一步发力方向。

在上海，一些社区打造“24小时不打烊服
务区”，口罩机、共享打印机等一应俱全；在南
京，通过“街坊”小程序，市民能在线选购商品、
使用报事报修等功能……

“城，所以盛民也。”完整社区建设是民生
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城护民，民爱城，在这样
的“双向奔赴”中，和谐宜居的成色必将越来
越足。

设施完善，便民服务落实在看得见看不见的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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