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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091、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关于深入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

的建议

※背景情况※

社区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

总书记要求上海，强化社区建设，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打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实践，是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行动。近年来，市委市

政府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整合各方资源，全力推进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

※问题及分析※

1、资源精准配置有待提升。“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

设在区级层面还存在各部门“各画各圈”、资源分散、功

能复合度较低等问题。由于各区、各街镇条件资源禀赋不

同，居民结构类型需求多元不一，如何因地制宜、因人制

宜进行公共服务供给和配置，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适

配性，是当前面临的一大结构性矛盾。如，部分街镇居民

对室内菜场的需求并不强烈，但因规划要求并缺乏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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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致使街镇只能“硬配”。又如，居民高度关注的养

老等基础保障类服务质量与群众的期盼仍有较大差距。

2、技术赋能服务有待提高。部分场景停留在信息发布、

查询统计等应用上，功能较为单一、能级不高。如，早餐

地图只能显示网点名称、地址、营业时间等静态信息，早

餐在线预定、在线支付购买、实时状态更新等动态功能尚

待拓展。如，集成融合居家养老、宠物看护、家庭安防等

场景的综合性应用比较少，数字家庭全景应用还需加大探

索力度。

3、多元参与机制有待健全。在服务设施运维和项目资

金投入上，主要靠政府主管部门或街镇托底，一些涉及公

共利益的领域在创新发展和商业模式上，未能有效吸引市

场和社会资本投入，社会多元投入机制欠缺。调研显示，

30.1%的基层干部认为存在“多元资金投入机制缺乏”的问

题。26.5%的基层干部认为公众参与止步于项目前期的问卷

调查，运行实效缺少反馈，全周期群众参与和长效运行机

制缺乏。

――――――――――――――――――――――

※建议※

1、坚持因地制宜，提升资源适配度。坚持规划引领、

因地制宜，既要覆盖最基本的生活服务功能，还要充分考

虑不同群体结构的差异化需求。加快建立全生命周期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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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规划体系，形成“评估准备--规划编制--实施保障”的

全生命周期工作模式，借鉴城市体检工作指标体系，在每

个周期环节，适时优化调整，使社区规划工作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坚持技术赋能，提升服务便利化。坚持需求导向，

进一步整合、优化、完善街镇已有的便民服务小程序，形

成生活圈手机端便民服务应用场景。广泛收集生活圈内的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慢行网络等数据信息，

植入“15分钟社区生活圈”数字地图，为市民提供使用查

询、动态提醒等服务。

3、坚持开放包容，提升多元参与率。引入国企、民企

等社会资本，共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精品项目，提升

社区综合品质，形成全面参与建设的新格局。积极探索公

益性设施“自我造血”机制，适当引入市场主体和资金参

与设施运维，不断创新可持续运营模式。如，在电子产品

中加入针对老年群体使用屏幕的字体放大功能、针对残疾

人使用时的身体辅助功能的设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