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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把把社区服务社区服务做到家做到家
让小修小补不让小修小补不再难再难
记者 王博

今年5月，商务部、住建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在居民步行15分钟左右的范围
内，建设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的多业态集聚的社区
商圈。

便利的社区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近年来，宁波紧紧围绕人民群
众便利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把发展包括小修小补在内的便民服务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努力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

在海曙、鄞州、江北、镇海等地，小修小补等便民服务开展得有声
有色，有的打造了远近闻名的便民服务点，有的整合资源形成了便民
服务一条街，还有的打出了可连锁复制的便民服务品牌。在15分钟便
民服务圈里，不仅包括一日三餐所涉及的菜市场、早餐店、便利店等，
也包括不起眼的小修小补服务点，极大满足了居民日常生活所需。

制图 毛雪娇

团队，牵头人叫罗陪毅，队员有
华珍、方志芬、方雅芬、朱彩英
等人。这个“五人”志愿团队不
仅免费帮助有需要的家庭维修水
电管道和小家电，还每周上门帮
孤寡老人做家务、配药、理发、
洗澡。在这个团队里，大家各自
发挥特长为居民服务。罗陪毅主
要从事小家电维修；药剂师出身
的华珍则专门服务 80 岁以上的老
年 人 ， 定 期 上 门 测 血 糖 、 量 血
压，帮助老人调整用药剂量；朱
彩英开了家理发店，开店之余 ，
她坚持每月抽出一天时间为居民
免费理发，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
老人提供服务；方志芬和方雅芬

是一对亲姐妹，她们负责监督小
区的垃圾分类工作。

“我们小区 60 岁以上的老人约
占总人口的 30%，罗陪毅 2017 年
搬到福明家园后，加入了小区志
愿巡逻队。在巡逻中，他每次听
居民说家里的水龙头坏了、电跳
闸了、电风扇不转了，都会主动
帮忙维修。”福明家园社区党委书
记裘金杰告诉记者，慢慢地，找
罗陪毅帮忙的人多了起来，他索
性组建了志愿团队，还把自己的
手机号码印在卡片上，分发给小
区里的老年居民，老人家里有什
么需要帮忙的，只要一个电话 ，
他就会无偿上门服务。

白鹤街道丹顶鹤社区“公益街区”。 （王博 姜琳 摄）
首南街道鲍家耷小区“壹元裁缝铺”。 （王博 陈丽丽 摄）

颜福仁为居民免费维修小家电10年。 （邱煜 王博 摄） 鄞州区东柳街道“爱心365”便民服务大篷车。（王博 林潇 摄）

海曙区石碶街道华盛菜市场门
口，最近出现了一条便民服务街。
以前，这里只有几个流动修补摊，
东一个西一个，显得杂乱无序。如
今，这里进行了整体改造，有关部
门在菜市场门外的“上街沿”中部位
置，搭建了一排“格子间”，将一个个
修鞋、缝补、配钥匙的流动修补摊迁
入“格子间”里，既不影响沿街商铺
的正常经营，也不影响行人通行。

“格子间”周围的挡板上，除了写着
“便民服务”字样外，还注明了编号、
服务内容、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等信息，既干净整洁，又一目了
然。对于这条新设立的便民服务
街，摊主和居民都相当满意。以
前，摊主们要骑着三轮车来做生
意，每天摆摊收摊很折腾，现在可
以“拎包入住”了，便民服务摊点
集中式经营，与周边环境更加协
调。附近居民有需要修补的东西，
都会熟门熟路地拿到这里来。

鄞州区白鹤街道丹顶鹤社区建
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现有居民
3384 人，其中 60 岁以上居民 1028
人 ， 老 龄 化 人 口 所 占 比 例 已 达

30%。7 年前，白鹤街道在这个弱
势群体多、老年居民多、外来人口
多的老小区打造了全市第一个助老
服务阵地“公益街区”，不仅为小
区居民提供修小家电、疏通下水道
等便民服务，还免费为高龄老人提
供 爱 心 豆 浆 、 营 养 餐 点 等 。 7 年
来，累计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1.8 万
多个小时。

如今，在我市各地，小修小
补等便民服务已从当初的流动摊变
为固定点，甚至“组团”成为便民
服务街。在象山丹城塔山路，有一
位拄着拐杖的卢师傅，已在马路边
修鞋配锁 20 余年。后来，象山县残
联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帮他修建了
一个小亭子，有了挡风遮雨的地方，
卢师傅为群众提供服务更有热情
了。鄞州区东柳街道“爱心 365”便
民服务大篷车成立 8 年来，每月进
一个社区开展公益服务，累计开展
各类公益服务上百次，服务居民 4
万余人次，被市慈善总会评为“优
秀慈善项目”。8 年来，大篷车志
愿服务力量不断增强，服务单位从
最初的 10 家增加到 200 余家。

从流动摊点到便民服务街

在鄞州区首南街道锦悦湾社
区，有一家“老时光”裁缝铺，负
责人叫葛巧娟，是一个经营了 30
多年服装厂的女老板，现在她“重
操旧业”，每周二为社区居民提供
缝缝补补的服务。葛巧娟做得一手
好旗袍，为居民改裤脚、锁衣边，
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因为手艺
好，裁缝铺生意兴旺，每到周二，
小小的裁缝铺里挤满了人。

在鄞州区明楼街道明东社区，
有一家“老蔡修鞋铺”，每天 7 时
准时开门营业，为左邻右舍提供修
鞋洗鞋服务。店铺不大，只有 6 平
方米左右，因为老蔡的手艺好、收
费公道，开了 20 年，积累了不少
回头客。

而在鄞州区潘火街道东南社

区，有一间开了 10 年的“老颜爱
心铺”，主人叫颜福仁，是一名 71
岁的老党员。老颜退休前是下应街
道电管站的电工，从业 38 年，对
于电器维修可谓得心应手。2011
年，退休后的颜福仁把自家车棚改
造成了公益维修铺，为周边居民义
务维修小家电，10 年来，光电风
扇就免费维修了 300 多台。

记者走访时发现，除了裁缝
铺、修鞋铺和家电修理铺，很多小
区还设有修雨伞、修自行车、修电
动车、配钥匙、旧棉胎翻新等五花
八门的服务点，这些服务点虽然并
不起眼，但老百姓对这些服务的需
求长期存在，尤其是对老年人来
说，他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这样的
小修小补。

开了10年的“老颜爱心铺”

记者走访时发现，这些小修小
补的便民服务点，密集分布在一些
老旧小区、拆迁安置小区和菜市场
周边。店铺或者摊位的面积不大，
装修也非常简单，从业者多为中老
年人，收费优惠。以改裤脚为例，
在商场里要价 20 元，但在这些街
边小店，5 元、10 元就能搞定；雨
伞坏了，到商场专卖店去修，大多
回复“需要返厂维修”，少则一周
多则半个月，而在街边小店维修立

等可取，收费也很亲民。
鄞州区首南街道鲍家耷小区有

户 籍 人 口 近 450 人 ， 以 拆 迁 户 为
主，60 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超过了
40%。平日里，老人们衣服破了舍
不得扔，自己也不方便修补，很是
头疼；而年轻人喜欢网购，但网上
买的衣服往往不合身或质量不佳，
要么闲置要么扔掉。为此，该社区
于 2019 年 12 月创办了“壹元裁缝
铺”，为居民解决实际难题，每次
服务只象征性地收取 1 元钱。收到
的钱，一部分用于补贴裁缝铺所需

的材料和工具费，其余则积攒下
来充实公益资金，用于解困帮
扶。

在鄞州区福明街道福明家
园社区，有一个“五人”志愿

价格实惠甚至免费

构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国
家正在试点推行的民生实事工程。
城 市 15 分 钟 便 民 生 活 圈 如 何 构
建，各地也在积极探索。

市民李先生从海曙区的一个老
小区搬到了鄞州区某商品房小区居
住 。 他 说 ， 以 前 住 在 老 小 区 时 ，
从事小修小补的店铺很多，且价
格便宜；如今搬到新小区，小区
里水渠环绕、绿树成荫、环境优
美。住了一段时间后，却感到诸
多 不 便 ， 收 个 裤 边 、 补 个 衣 服 、
配 把 钥 匙 ， 都 不 知 道 该 去 哪 里 。

“前段时间，我的蓝牙耳机坏了，
本来在小家电维修店简单修修就
行，但因为新小区周边没有这样
的 服 务 ， 只 能 去 专 卖 店 返 厂 维
修。”

城市管理部门一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这些年，城市管理越来越
规范，道路拓宽了、路面整洁了、
社区环境更漂亮了。与此同时，街
头的小摊少了，针头线脑、修修补
补的服务点也难找了。尽管各地保
留了一些便民服务点，但对于日益
增多的新建小区来说，这些便民服
务点远远满足不了居民需求。究其
原因，新建小区管理标准高，市容

要求严格，也没有为小修小补留下
空间；有的则是老旧小区改造后，
原来的临时摊点撤销了。另外，靠
小修小补挣不到多少钱，很多人退
出这一行了。

“小修小补的从业者，大多是
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本身收入不
高，甚至有些租不起店面，只能摆
个小摊养家糊口。他们就近提供服
务，能解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所
需。他们付出了劳动，收取费用是
合情合理的。”资深媒体人陈冲表
示，要真正打造 15 分钟便民服务
圈，把社区服务做到家，应该构建

“ 小 修 小 补 遵 从 市 场 规 律 适 当 收
费、社区志愿服务辅助不收费”的
可持续发展生态布局。小修小补作
为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
有公益的元素，也要保证个体从业
者在付出劳动后合理规范收费，让
他们安心干乐意干，满足周边居民
生活需要。

小修小补如何永葆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