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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优质生活“一刻”即达
——浙江宁波市江北区“15分钟公共服务圈”建设见行见效

◎ 应磊 陈冰曲 胡迪

上善渝水幸福满城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纪实

◎ 倪菁刘春燕

15分钟，在浙江，不仅是时间尺度，更是衡
量生活幸福感的“标尺”。

在宁波市江北区，从小区出发，步行不出
15分钟，就能找到健身休闲步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城市书房、托育机构……“15分钟公共
服务圈”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大门，让城乡
公共服务均等、可知、可感，各类优质的生活服
务近在咫尺。

走进江北区前江街道星旅社区，这个居民
平均年龄约28.2岁的社区，处处洋溢着青春的
气息。自2022年11月入选浙江省第六批旧改
类引领型未来社区创建名单以来，星旅社区以
宁波市打造“青年友好城”为契机，让青年力量
在社区服务中大放异彩。

星旅社区不仅有集青年创业咨询、社区自
习室、社区会议室、青年社交、青年运动等功能
为一体的“星青年创造营”，还有符合青年人喜
好的大型专业轮滑场、滑板场。

“我们发掘出了十位社区达人，孵化出存
知阁书法社、星橙妈妈团、星火志愿队等10支
社会团体。另外还承办了青年夜校、公益乐学
课堂等项目，最大限度盘活这个创造营主阵
地。”星旅社区党支部书记辛岗表示。

位于慈城镇的云鹭湾社区，这里公共服务
的特色又大不相同。

总面积2500平方米的邻里中心是云鹭湾
社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核心，休闲娱乐

“第三空间”的邻里会客厅、复合功能的共享书
房、“老漂族”的居家养老活动室、同时容纳22

位老人就餐的幸福餐厅……每个功能空间，慈
孝元素都贯穿其中。

作为云鹭湾社区“老漂族”志愿服务队的
骨干成员，杜琳和服务队的180来名“老漂”们
从几年前的融入宁波，逐渐走向了反哺社区。
利用周末、节假日等时间，他们做糕点、修补衣
被、打扫房间、照看幼儿，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在
社区服务中发光发热。

云鹭湾社区党委书记、主任王柳娜表示，
云鹭湾是一个万人社区，“老漂族”占比高达
40%。在社区的服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老漂
族”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从受助者转变为助
人者，从“过得好”到“过得有价值”，从“外来
户”成为“主心骨”。

打造好“15分钟公共服务圈”，需要结合区
域的特点以及优势，围绕居民实际需求做文
章，这个“圈”才能更具地域特色。“始终紧扣人
的需求这一核心，以邻里综合体空间集聚引领
功能集成、政策集合、服务集中，推动‘人口—
设施’精准配置策略落到实处。”江北区发改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古县城一路向西，
就到了青山环抱的云湖，南联、公有、金沙、五
联这四座小村环绕云湖，被当地人称为“云湖
四村”。

十多年前的云湖片区由于地处偏远、基础
设施落后，公交车站、水库边上都满是垃圾，本
地村民住得不舒心，游客和商户也不愿意来。

2010年以来，垃圾治理、道路硬化、截污纳

管改造等工程，像排了“课程表”一样依次完
成；2016年，北山游步道完工，徒步爱好者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人气；近五年来，南联、公有、金
沙、五联告别农业“内卷”，亮出了自己的特色
名片……“云湖四村”由曾经经济落后的代名
词，转变成了如今“绿生活”的新代表。

村民生活富起来，公共服务也要相应提升
起来。

云湖片区的村民老龄化比较严重，80岁以
上的老人有将近200人，就餐成了老大难问题。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位于公有村的云湖爱
心食堂在今年4月份正式试运营，每日配送午
餐、晚餐，并根据老年人的饮食习惯制定营养
菜谱，每餐一荤两素一汤一饭，全年无休，服务
于“云湖四村”有长期用餐需求的老人。

同时，近年来，云湖片区的山区养老设施
建设也在有序推进，城郊一体养老服务体系逐
步完善。

“我们希望通过共富行动的推进，切实解
决老百姓，特别是‘一老一小’的急难愁盼问
题，让他们拥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慈城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

公共服务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
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均衡性和可及性。近年来，
从江北的城市到乡村，一场从“基本均衡”到

“优质均衡”的接力赛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广大
村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变化。

为加快优质普惠公共服务下基层、进社
区，江北区把带给居民可触摸可感知的“幸福

感”作为工作导向，对全区“15分钟公共服务
圈”规划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出台《江北区打造
公共服务优享高地实施方案（2023-2027）》，
提出高水平建成“15分钟公共服务圈”，并积极
培树具有江北特质的公共服务标志性成果的
目标。

在江北，“15分钟公共服务圈”既有标准化
的服务，又有定制化的个性服务。江北区以“城
乡全域覆盖、群众便捷可及”原则，分类施策划
定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带动型、城市建设带
动型、未来社区带动型、未来乡村带动型、老镇
区和中心村辐射带动型“五色图”。

此外，以城区步行、近郊骑行、远郊车行各
15分钟为设置标准，集成配置党群服务、养老
托育、医疗卫生、社区助餐、便民商业等功能，
按照社区划分、按需组团配建的社区级“一站
式”社区嵌入式服务综合体有望成为公共服务
供给的新路径。当前，金兰社区“一站式”邻里
服务综合体正加快建设。

源于这些年来的先行探路，2023年江北区
的民生答卷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区域覆盖
城乡的“15分钟公共服务圈”普惠面扩大、可及
度增强、均等性提高，带动每千人口拥有婴幼
儿照护设施托位数等8项核心指标排名全市居
前。根据《2023年浙江省“15分钟公共服务圈”
均衡可及优质情况评估分析报告》，江北区综
合得分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预计到2025年，江北区每百户居民拥有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有望超过80平方米，
形成具有江北辨识度、具备复制推广价值的

‘15分钟公共服务圈’建设标志性成果。”江北
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也是一座
城市的幸福底色。近年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
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
深化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一颗颗精
神文明建设的种子已在渝水大地上遍地开花，
结出累累硕果。

厚植精神沃土 文明培育沁润
人心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渝水区坚持内在铸魂，大力培育文明新风，汇
聚崇德向善力量，文明正从风景变成风尚。

创新宣讲形式。渝水区“老兵宣讲团”获评
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去年开展宣讲活
动5100余场，受众超70万人次；“布里采茶
戏”巡演接地气，深受群众喜爱，让党的创新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文明新风吹进群众的
心里。

培育选树身边典型。持续开展“渝水好
人”、道德模范、移风易俗“好家庭”、孝老爱亲

“好媳妇”等评选活动，涌现出简海华、卜荣仙、
廖斌晟等一批先进典型。截至目前，渝水区共
有25人荣登“中国好人榜”，45人当选“江西
好人”。

倡导移风易俗。举办公益联谊会、集体婚
礼，开发推广“渝子偕老”小程序，全区182个
行政村建立红白理事会，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文明新风蔚然成风。

赋能幸福生活 文明实践出新
出彩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渝
水区把资源“融”起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打
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该区通过文艺协会、“渝郎回乡”工程、商

会建设等方式，调动各类社会志愿服务资源和
力量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同时，常态化
组织开展理论政策宣讲、助学支教、体育健身、
医疗保健、科学普及、法律服务、卫生环保等志
愿服务活动，精心培育出“老兵宣讲团”“敲门
嫂”“暖守宝”等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品牌；渝
水区各地还结合本地实际和自身优势打造特
色项目，新钢街道“三有家园”、城北街道“睦邻
社区”、城南街道“小南帮办”、袁河街道“袁来
有你”、良山镇“汇良学堂”、下村镇“意蕴扎
染”等一批特色项目点亮了群众幸福生活。

构筑和美家园 文明创建为民
惠民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文明成果人人共享。
渝水区始终把文明创建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持续夯基础补短板、增颜值提气质，不断刷新
城市温暖底色。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该区对24类1500余
个点位进行摸排，梳理整改1万余个问题，破
解菜市场、专业市场、居民小区“十难”等问题
清单132件，曾经的堵点痛点，经过整改后变
成了今天的“幸福支点”。

文明创建热潮涌动。以文明城市创建为
总抓手，渝水区一体推进文明单位、文明村
镇、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文明创建工程，绘
就城市的文明风景。该区现有区级文明单位
80个、文明村镇106个、文明家庭25户、文明
校园19所。

城市品质全面提升。建立抱石书屋、城市
会客厅、睦邻议事厅等平台，构建“15分钟社
区综合服务圈”，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岁月回响，渝水区持续深耕文明沃土，培
树时代新风，精神文明建设的每一步都铿锵有
力，让上善渝水更加温暖、生动。

近日，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森林消防大队消防员携手平凉市公安局崆峒分局民警，带领50余名小朋友走进该市海洋世界海洋馆，开展以“生
物多样性”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柳晓飞吴多镛摄

湖北鄂州市
今年将创建15所

省级垃圾分类示范校

本报讯（郭爱兵 程科博）5月 21日上午，
由湖北省鄂州市城管委、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
生活垃圾分类学校建设现场推进会召开。据
悉，今年该市将高标准创建15所省级垃圾分
类示范校，以点带面推进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整体提升。

会上，鄂州市城管委环卫中心市容科负责
人围绕目标任务、创建方法和标准等内容，对
垃圾分类示范校园创建工作进行全面解读，对
学校垃圾分类日常宣传教育、投放点设置、宣
教室设置、垃圾桶设置提出了细致的工作要
求。随后，新民街小学、明塘小学就垃圾分类示
范校创建工作作经验交流。

据悉，自2022年以来，鄂州市教育局联合
市城管委申报创建21所省级垃圾分类示范
校，印发《鄂州市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
等系列文件，制定《鄂州市中小学幼儿园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学校创建标准（试行）》，不断规
范创建工作。各级生活垃圾分类办和教育部门
同频发力，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垃圾分类主题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
活动，不断丰富示范校园创建实践案例。

鄂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2024年，全
市教育系统将大力推进落实《鄂州市中小学
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建设15所省级垃圾分
类示范校，各区、各校要积极参与，主动践行，
从我做起，从每一名师生家长做起，从现在做
起，让生活垃圾分类走进日常生活，让生态文
明成为鄂州校园新时尚，让绿色生活成为鄂
州校园新名片。

山西高平市
推进社区户厕改造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 薛克

近年来，山西省高平市把城市社区户厕改
造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的一
项重要举措来抓，按照“科学规划、因户施策、
有序推进”的思路，统筹推进社区改水、改厕、
改污一体化治理，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
升居民生活品质，让城市更文明。

近日，在南城街街道汤王头村户厕改造施
工现场，工人们铆足干劲、倒排工期，配合机械
作业，加快进行污水管道沟槽开挖、管网敷设、
旱厕回填等作业，确保旱厕改造任务于6月初
顺利完工。

南城街街道汤王头村党支部书记贾小龙
说：“我们村计划将240户旱厕统一改造为水
冲式厕所。今年1月前后实施了雨水、污水管
道改造，目前已完成旱厕改造110户，剩余130
户旱厕改造正在加快推进，预计6月初可全部
完工，确保做到应改尽改、能改尽改。”

在南城街街道南赵庄社区，户厕改造也正
在如火如荼进行中。近年来，该社区按照改水、
改厕、改污一体化治理的模式，持续推进户厕
改造工作。今年还将继续推进90户的户厕改
造工作，预计8月中旬可完工。在北城街街道、
东城街街道的部分社区，“三改”工作也正在火
热推进中，通过“一次施工，三项工程同步完
成”，最大程度减小对辖区居民生活的影响。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小空间展现大文明。
今年高平市在持续推进社区户厕改造的同时，
还重点聚焦群众在市区公共场所如厕难、如厕
环境差等突出问题，把城市主街道和老城区背
街小巷的厕所改造列为12件民生实事之一加
快推进，在市区古城路、新建路、锦华街、炎帝
大道以及老城区背街小巷等地新建25所水冲
式厕所，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让居民
生活更幸福。

江苏无锡市
推出首批25家

“骑手助餐中心”
◎ 周茗芳

一荤一素，米饭、汤不限量供应，每份套餐8
元至10元，其余菜品7.8折优惠……近期，在江
苏省无锡市红星路阳光直街的米中乐快餐店，
不时有外卖小哥前来就餐。据悉，无锡市首家

“‘小蜜蜂’新业态群体暖心就餐点”在此落地，
该市首批25家“骑手助餐中心”也同时亮相。

由于工作强度大，“吃饭难”“休息难”一直
困扰着外卖小哥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梁溪区
扬名街道阳光城市花园社区于去年5月设立了

“阳光红邻·小蜜蜂驿站”，为该群体提供便利
服务。驿站内配备了免费Wi-Fi、、饮水机、应
急药箱等设施和物品，是一个“冬可取暖、夏可
避暑、渴有水喝、累能歇脚”的“避风港”。

经过近一年的探索，阳光城市花园社区
联合该区外卖送餐行业党委和驿站站长等进
行实地摸排，携手辖区商户，增加暖心就餐
点，延长午市、晚市服务时间，精心定制“骑手
专属暖心套餐”，其他新业态群体就餐也可享
受会员价，其他24家餐馆也同步推出了各自
的爱心套餐，如“青菜瘦肉粥+油条+茶叶蛋+
小菜+香菇菜包”的12元爱心餐；馄饨、小笼
馒头自助畅吃；每日固定时间段菜品7折等。

“老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吃饭胡乱对付
了。”“90后”骑手小赵此前每天三餐不固定，
一般要等到配送高峰过了，才会找个地方对
付两口，饱一顿饿一顿是常态。他当天享用到
了“骑手专属暖心套餐”，觉得既便宜又吃得
饱，累了还能在店里休息一会，觉得很温暖。

“我们感到特别荣幸，能够成为首批爱心
商户，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每天13点30分
到15点30分，我们还赠送称重菜。”米中乐快
餐店店长刘豪介绍，店内还准备了直饮机，气
温高的时候，也会准备免费绿豆汤。

关心关爱还在继续，据介绍，无锡市各级外
卖送餐行业党委将持续落实新就业群体关爱
服务，紧贴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扩
大助餐中心的数量和服务范围，提高服务品质。

山东淄博市
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文明创建活动

本报讯（张滕飞）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不断提升市民安全意识，近
日，山东省淄博市文明办下发通知，将在全市开
展“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文明创建活动。

活动旨在打造安全、宜居的城市生活环
境，重点围绕文明创建知识宣传、防灾减灾救
灾、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旅游安全、食品安全、
市场安全、家园安全、养犬安全等内容展开，通
过知识普及、宣传报道、线上线下培训和实战
演练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安全知识，提高市
民群众应急避难能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祥
和的社会氛围。

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安全生产联
动机制、相互配合，在深入实施文明成景八大
行动的同时，加强对各行业的日常监管；各区
县要在聚焦“五个淄博”，大力推进文明成景八
大行动等文明创建领域工作的同时，制定相应
的安全应急预案，完善公共安全设施，加强应
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的协同配合，提高救
援效率；各镇（街道）、相关部门、单位要多形
式、接地气地开展文明守法、安全经营等教育
引导，让经营者守法知法，维护环境卫生和秩
序。同时，要通过志愿者引导市民参与社区宣
传活动，让市民知晓社区周边避难场所，提高
市民在灾害发生时的避难能力和自救能力。

四川达州市
劳动者驿站“接地气”
让城市更有温度

本报讯（王丹丹）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水
平，近日，四川省达州市首家24小时“接地气”
劳动者驿站在达川区投用。

据悉，24小时“接地气”劳动者驿站不仅白天
提供热饭、歇息、喝水等多项服务，同时还为夜间
工作的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
态劳动者提供精准服务，让职工群众随时享受便
捷服务，做劳动者体贴又暖心的“娘家人”。

“白天可以在这里休息、热饭、喝水，已经
很开心了，没想到有关部门还考虑到了我们
凌晨上班也有需求，让驿站24小时开放，真的
很感动。”环卫工人柏代珍说。“我们的工作就
是不停地到处跑，骑车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有
了这个24小时驿站，累了可以随时进去休息、
充电，很方便。”外卖小哥唐军说。

精准服务触手可及
居民

公共服务历久弥新
社区

“乐在其中”幸福探索
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