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行 15分钟就能享受各种生活服务，走
出家门10分钟就能找到健身场所……不久的
将来，这将成为宁波城乡现代社区的标配。根
据刚刚发布的《宁波市城乡现代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宁波要
打造N个“圈”，让现代社区里的居民生活更
便利，其中就包括15分钟生活服务圈、10分
钟健身圈、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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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健康方面，规划还要建
设一个“15分钟医疗服务圈”：规范
化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建设率达
到 90%以上，村卫生室（社区服务
站）公有化建设率达到60%以上，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服务量比例
达到65%以上。

此外，规划还针对“一老一少”，
提出到2025年，全市每个镇乡（街
道）至少建有1个老年人托养照护
机构，建成标准化老年食堂200个
以上，建设家庭养老照护床位
2000张以上。每万名老年人拥有
持证养老护理员数达32人。每千
人口拥有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4.55个，每个区（县、市）至少建有1
个实体化运行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中心，婴幼儿家长科学育儿知识普
及率达到90%以上。

规划里还有一组数字也挺重
要：到2025年，建成省级未来社区
240个；5G 基站基本覆盖所有行政
村，全市建设数字乡村示范村 30
个；建成“基本公共服务+便民惠民
服务”社区服务综合体100个；实施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430个左右、改
造面积2000万平方米左右；农村社
区 综 合 服 务 设 施 覆 盖 率 达 到
100%。

记者 林伟

15分钟生活服务圈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10分钟健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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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宁波的规范化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建设率达到90%以
上，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公有化建设率达到60%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门急诊服务量比例达到65%以上。创建省体育现代化区（县、市）5个以上，
打造城市社区“10分钟健身圈”、农村社区“15分钟健身圈”。

春江水暖鸭先知。很多喜欢健
身的市民已经感受到了变化：周边
的健身设施和场所正在慢慢增多。

许先生是家住海曙区的一名外
贸业务员，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踢
足球、打羽毛球。他回忆说，以前他
一般一周约一次足球，因为场地不
多，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踢球。遇
到下雨天，一周一次会变成两周一
次，甚至三周一次。

现在，他家附近已经有四处足
球场可以选择：柳锦足球场、羽航足
球场、海曙文体中心、市全民健身指
导中心。再加上城市空间利用率越
来越高，一些高架桥下也被打造成

球场，下雨天踢球的问题也解决了。
更让他欣喜的是，去年年底开

始，他发现小区附近又多了几个健
身打卡地。白云街道安丰社区玫瑰
园有一条2000多米的星光健身步
道，晚上有灯带会发光；宁波首座棒
垒球场也落户在海曙，离他家不远。

而家住海曙区月湖街道迎凤社
区的朱女士也有同感。“就在今年8
月，社区的百姓健身房开张了，在家
门口就能‘出出汗’了。”朱女士所说
的百姓健身房，是迎凤社区利用原来
废弃的公共车棚改建的。在宁波，不
少社区已经建成或在建这样的健身
房，实现了居民的“10分钟健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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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建居民住宅区按不少于0.12平方米/套且不小于50平
方米的标准配建公共文化设施，实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
用。推进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和偏远地区下沉，全面建成城
乡一体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引导和支持在甬高校、中小
学校和社会力量开展社区教育，推动区（县、市）社区学院和镇乡
（街道）成人学校转型，打造“全融”式未来社区教育立体场景。创
新社区科普馆流动运营项目试点，加大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进
城乡社区服务。

具体而言，到2025年宁波将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点
位2000个，打响“15分钟精神富有服务圈”品牌。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是指城乡居民走出家门，步行约
15分钟，即可到达1个必备公共
文化场馆和2个以上公益性文化
空间，同时，还为群众提供以场
地服务为核心、流动服务为补
充、数字服务为提升的体系化、
多样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
务。

陈先生住在东部新城，是
一名中学老师，喜欢去宁波图
书馆看书、备课，有时还能在里
面查阅一些文献和材料。

除了逛图书馆，周末陈先
生也会带着家人去文化广场、
五一广场走走。他认为，这两
年，宁波的科技场馆、博物馆、
展览馆举办的一些开放性文
化活动很有品质。此外，他也
参加过多次的户外露天文化
活动。“有时带着家人去公园，
就能看到一些很有‘腔调’的
文艺演出，确实带来了不少惊
喜。”

其实，在他的印象里，以前
很多文化活动都集中在天一广
场附近，现在遍布全市各个角
落，讲座、沙龙、音乐会、展览
等，让市民的选择面非常广。

“这些活动不仅多元，而且有层
次有深度。”陈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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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批高品质品牌连锁门店，培育一批业态创新品牌企业，壮大一
批知名社区商业运营主体，到2025年，打造城市社区“15分钟生活服务圈”、
农村社区“20分钟生活服务圈”。

一早，家住海曙区鼓楼街道中
山社区尚书小区的井女士出门买
菜。中心菜市场就在她家楼下，3分
钟她就走到了菜场里。买完菜，她
顺便从菜市场门口拐入三江超市的
入口处去修了一块手表。看到旁边
的配钥匙摊，她又给自己配了把自
行车棚的钥匙。

修手表和配钥匙的是同一个摊
位，醒目地放置了一块“中山社区
15分钟商贸便民服务圈”的牌子。
来这里的都是周边社区的回头客，
很多都是因为手表电池没电了。

修好手表、配好钥匙后，井女士
把菜和手表拿回家，准备骑着电瓶
车出门去朋友家。没想到电瓶车轮
胎没气了。她也不着急，推着出门3
分钟，就在尚书街靠近呼童街的地
方找到了一家电瓶车修理店。师傅
确认是轮胎破了，立即手脚麻利地

进行修补。10分钟后，井女士就骑
上车走了。

在尚书小区周边，除了井女士
用到的那些生活服务，其他很多服
务同样能在15分钟内享受到。比
如，步行七八分钟就能到海曙区鼓
楼街道卫生服务中心，15分钟能到
宁波市第二医院；10分钟路程内有
两所幼儿园；5分钟能到宁波市海曙
中心小学；10分钟能到地铁鼓楼
站；最近的银行只需要走 3 分钟
……

“根据居民的需求，我们跟周边
的商铺进行了有效的对接。”中山社
区党委书记汪红英说，商铺业态从
居民需求比较大的衣食住行，到一
些日常所需的小修小补。到目前为
止，总共有一百多家商户加入便民
服务圈。“受益的群众除了中山社区
外，也覆盖了整个鼓楼街道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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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阅览室。 记者 刘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