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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风貌办消息，我市将加强
社区公共服务与未来社区建设系统谋
划，力争 2024 年新创建省级未来社
区 80 个 以 上 ， 覆 盖 37% 左 右的城镇
社区。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社区全生活
链服务需求，以人本化、生态化、数
字 化 为 价 值 导 向 ， 以 未 来 邻 里 、 教
育、健康、服务和治理等九大场景创
新 为 引 领 ， 着 力 打 造 新 型 城 市 样 板
社区。截至目前，宁波已有 7 批次 185
个社区入选全省创建名单，占全省总

数的 14.6%；79 个未来社区获得省级
命名，其中引领型 55 个，已通过社区
的引领型比例占全省第一，共同富裕
现 代 化 基 本 单 元 建 设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果。

市风貌办未来社区组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后，我市要将可持续运营思
维贯穿未来社区规划设计、建设和运
营 的 全 过 程 ， 做 到 场 景 之 间 相 互 融
合。培育一批本土化社区运营品牌，
形成一套公共服务可持续运营的“宁
波解法”。 （杨绪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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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餐、健身、买药、小修小补……这些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服务，今后有望通过社区

嵌入式服务综合体实现。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国家发改委相关方案，要求在城市社区公

共空间嵌入功能性设施和适配性服务，以推动优质普惠公共服务下基层、进社区，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高新区明珠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开设的声乐培训
班。 （杨绪忠 摄）

居民在海曙雄镇社区文体
中心进行手工制作。
（市风貌办未来社区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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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今
后，我市要坚持国家相关政策导向，
以未来社区建设为契机，把更多优质
公共服务嵌入社区。

市住建局城市更新和区域发展处
处长马家双表示，将结合城市更新和
未来社区建设，精准推进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补短板行动。“我们将加强与
民政、卫健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
形成合力。通过补短板行动，夯实未
来社区创建基础，立足不同地域特色
和人群特点，将居民需求调研作为工
作开展的先决条件，聚焦育儿友好、
老年友好，加强 5 分钟、15 分钟生活
圈建设，系统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水平。”

“今后，应注重挖潜社区存量空
间，全面推广嵌入式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模式。”李诗强认为，这方面可施展
的 空 间 很 大 。 比 如 充 分 利 用 闲 置 厂
房 、 仓 库 、 边 角 空 地 ， 通 过 拆 违 拆
临、整合零散、盘活企事业单位用房
等方式，做到“大空间集中用，小空
间分散用”；采取增建公共服务设施、

改造利用既有建筑、依托周边新开发
用地配建邻里中心等方式，补齐社区
服务设施短板，嵌入养老、托幼、文
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打造新的
服务场景。

采访中，不少居民希望加大公共
服 务 供 给 力 度 。 比 如 鼓 励 图 书 馆 、
青 少 年 活 动 中 心 、 体 育 中 心 等 在 社
区 开 办 分 支 机 构 或 联 办 活 动 ， 推 进
服 务 体 系 网 格 化 ， 就 近 服 务 居 民 ；
鼓 励 机 关 、 团 体 、 企 事 业 单 位 开 放
所 属 场 地 、 设 施 ， 为 未 来 社区建设
运营提供空间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
生活品质。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不仅要建好，
还要管好、运营好。宁波万策商业管
理运营公司未来社区事业部总经理金
小 刚 认 为 ， 社 区 嵌 入 式 服 务 要 避 免

“建设轰轰烈烈，服务冷冷清清”的状
况。“在‘后城市化’阶段，社区治理
要注重激发社群和社区组织的活力，
让 公 共 设 施 和 社 区 居 民 通 过 优 质 服
务连接在一起，这样才能使社区公共
服务真正实现便民、利民和惠民。”

让更多优质服务嵌入社区
海曙区郎官社区位于苗圃路 100 弄

的小区一楼区域，紧靠社区最具烟火气
的 咏 归 路 42 弄 ， 从 早 到 晚 人 气 都 很
旺。这里拥有城市书房、居家养老服务
站、中医诊室、健康小屋和南门司法
所，是一处集阅读、文体活动、就餐、
普法、教育于一体的一站式邻里中心。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占地约 500 平方米
的社区活动小广场。

日前，记者走进广场附近的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两张冰壶球桌周围，
站满了等待比赛的冰壶球爱好者；乒乓
球台旁边，居民对战正酣。整个服务中
心好不热闹。

“ 社 区 配 套 设 施 新 增 了 不 少 ， 不
过，‘历史欠账’还是有的，像居民停
车位紧缺就是一个难题，尚待破解。”
郎官社区党委书记阮维芳说，这是她脑
子里经常考虑的事，多年来社区居委会
也一直进行着各种尝试。

作为长期跟踪研究我市未来社区建
设的专家，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空间规划
二所副所长李诗强认为，我市社区公共
服务仍存在短板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服务水平区域差异大。像地处中心
城区的鄞州、海曙，城镇社区公共服务
供 给 能 力 水 平 较 高 ，“5 分 钟 —10 分
钟”城镇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相对齐备。而外围县 （市） 城镇社区公
共服务供给水平相对偏低，如宁海、余
姚，城镇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评价指
数在 70 分以下，部分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不足。

“一老一小”服务设施分布密度偏
低。现在，我市党群服务中心、社区综
合服务中心、小学、幼儿园、体育场
馆、卫生服务站等设施基本实现了全覆
盖，但涉及“一老一小”相关服务场景
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明显不足，其中全
市“四点半学堂”160 处，覆盖率仅为
23% ； 托 幼 机 构 318 处 ， 覆 盖 率 仅 为
38%；社区老年食堂 47 处，覆盖率仅为
12%，距离“一老一小”服务设施全域
覆盖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同时，我市社区公共服务建设运营
机制和设施集成合力有待提升。

一方面，公共服务补短板的项目主
要依托政府财政投入，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运营软硬件支出覆盖面广、基数大，
缺少市场化多元保障，长效运营维护压
力较大，建设运营供给机制需要优化。

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集成
合力还需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设施涉
及民政、教育、文旅、卫健、体育等 10
来个职能部门，以及市、区 （县、市）、
街道、社区四级机构，统筹协调、一体
化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难度较大，需强
化多部门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典范，郎官社
区还隐藏着一个 4000 多平方米的创业
场景——郎官驿创意社区。这里原是一
个老厂区，2021年7月，经过改造，郎官
驿创意社区正式投入运营，打造融青年艺
术家工作室、名画公寓、城中民宿、咖啡
店于一体的多元化文创新业态。“我们现
在的出租率在九成以上，企业整体运营
情况稳定。二期会偏向‘一老一小’项
目进行招商，力求更好地解决社区需
求。”郎官驿创意社区运营负责人沈宇
表示，公共服务项目不能单纯依靠政府
财政来支撑，要通过市场化运作增强竞
争力，使项目运营具有可持续性。

江北日湖社区针对社区老年群体不
断增加的康养需求，盘活了部分沿街物
业用房，构建了以健康服务为核心的小
型健康综合体，为居民提供“家门口”
的贴心服务。

“如何补短板，应由居民说了算。
管理者要主动回应社区群众生活需要，
突出居民关注的重点难点，实现与居
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让社区公共
服务更有温度。”日湖社区党委书记侯
晓桦说。

如何补短板，居民说了算

居民不出社区，即可享受养老托
育、社区助餐、家政便民、健康、体育
健身、文化休闲、儿童游憩等服务。如
今，在高新区明珠社区打造的“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公共服务的便捷性触手
可及。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上个周末，在明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
文化活动室里，62 岁的居民阮翠芬和
她的 10 多个伙伴人手一本乐谱，在钢
琴师的伴奏下学唱歌曲 《萱草花》，欢
快的歌声充盈着整个空间。

“在社区里，我们可以学习声乐、舞
蹈、书法等多种才艺。这里的超市化菜
场、社区食堂、药店、健身中心等设施齐
全，基本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
需。”阮翠芬对社区的公共服务表示满意。

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发布的报告，当
前中国城市居民 75%的时间在居住社区
里度过；到 2035 年，我国将有 70%的
人口生活在居住社区。城市社区生活是
否舒适便捷、设施是否齐全完备、服务
是否细致周到，直接体现居民生活的品
质和城市治理的水平，关乎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了回应群
众关切，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 《城市社
区 嵌 入 式 服 务 设 施 建 设 工 程 实 施 方
案》，提出在全国 50 个试点城市选择
100 个左右社区，作为社区嵌入式服务
设施建设先行试点。

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主要是
通过在社区公共空间嵌入功能性设施和
适配性服务，重点面向社区居民适宜步
行范围内的服务需求，提供养老托育、社
区助餐、家政便民、健康、体育健身、文
化休闲、儿童游憩等一种或多种服务。

事实上，宁波已抢先发力，结合全

域未来社区建设，布局嵌入式集成服
务。根据浙江省日前发布的 11 个城市
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数据评估结
果，宁波城镇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水
平整体较高，平均分为 74.31 分，排名
全省第一。

“ 通 过 建 设 嵌 入 式 服 务 设 施 ， 使
‘小社区’对接‘大需求’，可有效盘活
利用城市存量资源，推动优质普惠公共
服务向社区延伸下沉，让居民就近享有
高品质的社区服务。”市风貌办未来社
区组负责人归律说。

记者了解到，依托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的技术支撑，我市于去年下半年开始
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服务情况进
行了专项“体检”。本次调查覆盖全市
700 余 个 城 镇 社 区 ， 采 集 数 据 1 万 余
条，包括社区治理、教育、养老、卫
生、文化、商业、体育等 7 大类 20 项社
区公共服务设施。

综合调查结果显示，甬城居民需求
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硬件需求，社区居民普遍希望
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规模和类型，
包括共享书房、文化活动室、文化礼
堂、超市、菜市场、健身步道、室内外
运动场地、停车场等；

二是服务需求，包括提供老年食
堂、家政便民、老年大学等服务，看病
买药等数字化服务；完善托育、课外培
训等服务，满足社会实践、流动书展、
亲子活动等服务需求。

针对调查所得，今年年初，我市发
布 《宁波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补短板提
升行动计划》，推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补齐、补强，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
题，提升城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小社区”对接“大需求”

安丰社区安丰社区““时光巴士时光巴士””居民议事厅居民议事厅。。 （（市风貌办未来社区组供图市风貌办未来社区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