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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去年完成 1600个“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今年还将推进 3000余个民生项目“入圈”

“圈”出满满烟火气“圈”住浓浓邻里情

2024 年，全市“15 分钟社区生

活圈”行动围绕“聚焦一个目标、坚

持五个导向、落实十项行动”的工作

框架， 做好今年基本明确的 3000

余个项目的统筹推进工作。

一是用“社区蓝图”统筹社区规

划建设，以“十全十美”理想服务为导

向，“微更新、嵌入式、低投入”为方

式，“综合项目包”为形式，全力赋能

街镇， 发挥好规划的综合统筹效应。

二是以“一图三会”制度深入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拿出老百姓看得懂的

“社区规划图”和“项目方案设计图”，

以事前征询会、事中协调会、事后评

议会的“三会制度”创新，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三是坚持专业的人干专业

的事，持续搭建好市、区、街镇、居村

四级“人民城市大课堂”交流平台、全

面推广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积极推

进生活圈时空数字底座建设等数智

化应用，以“绣花”功夫、卓越创新精

神，营造高品质空间。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

月， 市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上海市

城市规划学会和上海市城市规划行

业协会，组织开展上海“15 分钟社

区生活圈”优秀案例评选工作。

本次评选包括“温馨家园、睦邻

驿站、活力空间、漫步绿道、共享街

区、烟火集市、艺术角落、人文风貌、

美丽乡村、 治理创新 "等十个赛道。

通过专家评审，评选出 81项创新创

意、优秀组织案例；通过网络公开投

票,公众投票逾 50万份,选出了最喜

爱的 37个优秀案例。 在此次优秀案

例评选中，浦东新区、黄浦区、徐汇

区、杨浦区 4个区因“15分钟社区生

活圈”行动成效显著，涌现出大量优

秀案例，被授予整体贡献荣誉。

本次交流会上邀请了 5 位嘉

宾，围绕社区建设与管理经验，嘉宾

们从各自领域进行了讨论。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周俭介绍了曹杨新村“15分钟社

区生活圈”行动中“一张蓝图”的形成

与实施。他提出，实施“15分钟社区生

活圈”行动是包括规划、建设、实施、

运营管理和治理在内的全过程行动。

“一张蓝图” 的绘制首先要做实现场

基础调查、寻找空间资源、了解居民

诉求；在此基础上，汇总需求清单、发

现社区价值，吸引居民、社会、高校、

企业广泛参与；最终，确立规划理念

目标与“五宜”更新项目，通过“一张

规划蓝图”统筹所有项目，实现补“短

板”、锻“长板”，形成老百姓看得懂的

设计图纸，实现精心设计、多方协同。

徐汇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

彭海东介绍了徐汇区“15分钟社区生

活圈”百乐坊的建设情况。徐汇区聚焦

百乐坊建设，将邻里汇作为特色专篇，

通过打造集成各种社区服务的综合体

“生活盒子”，让各类群众尤其是老人、

儿童、孩子、困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高品质的社区服务。 在工作中紧

扣“共、全、创”三个关键词：以“全”字

为核心主导顶层设计，布点全覆盖、功

能全配套；以“共”字为主轴推进落实

落地，挖掘存量资源共建、促进设施功

能共享、融合居民建议共议；以“创”字

为引领共创美好生活，以创新建设运

营规范、创造片区化示范效应、创新

宣传渠道增强群众获得感。

徐汇区依托党群服务阵地，在

群众最方便的地方建设了 30 多处

“生活盒子”，每个“盒子”必配卫生

服务站、社区食堂、社区文体、为老

助浴共四项基本功能， 并根据地区

需求选配托育、养老、就业、生活服

务等功能，提供集约、开放、共享的

一站式生活服务。

去年 7 月向市民开放的徐汇

滨江市民食堂，一“上线”就成为新

晋“网红”，吸引周边居民和不少外

区市民前来打卡。 食堂所处的徐汇

滨江党群服务中心也成为黄浦江畔

的“宝藏盒子”，供来往市民休息、用

餐、学习、办事，参与各类党群活动。

致正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张

斌围绕上海一江一河和外环公园带

的市民服务驿站的设计和建造实践

进行交流分享。 他认为，驿站是可嵌

入的公共服务空间，旨在为市民提供

日常生活的支持和触媒。 1.0版本的

东岸望江驿和望江亭是快速建造的

标准化驿站；2.0版本的杨浦滨江和

黄浦滨江驿站体现了对废弃与闲置

空间的公共性活化；3.0版本的苏州

河普陀段驿站强调适应场地、拓展功

能的模块化、菜单式设计；4.0版本的

长宁外环生态公园带市民服务驿站

更加注重差异化空间创生与环境再

造。 驿站设计始终强调要用有温度

的、有品质的、有关怀的空间去回应

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参与。

见山设计&万象营造 &爱创益

的何京洋作为社会公益组织负责人，

分享了开展社区更新和社区营造的创

新实践。他认为，“共同”是社区最重要

的关键词之一， 社区营造就是社区的

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 一是通过组建

街区治理共同体， 共同描绘出设计地

图，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小橘巷·汝

南街”更新项目；二是用文化创造社区

归属感，受到居民的认可和喜欢，吸引

大家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如徐汇区江

南新村邻里汇等； 三是公益组织积极

和建设者、 管理者沟通， 了解真实诉

求，如“闵行区新时代城市建设管理者

之家”。未来社区营造需要让更多人共

同参与其中， 让创意在更多的社区发

生，让更多的创意促进社区的更新。

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党工委书记

秦恒介绍了五角场街道实现多元协作

的基层治理模式转型的经验做法———

集民意绘蓝图， 依托社区生活节让居

民重新发现街区资源与潜在问题，感

受社区生活圈规划的重要性并提出建

议。 解决好“空间”问题，聚焦城市“边

角料”，组织社区“彩虹花园”参与式营

建行动。 解民忧化矛盾，采用“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社区支持”的模式，推动

居民区、承办企业、商户协调联动。为

空间注入活力，吸引更多居民全过程

参与建成后的街区运维管理、定期举

办多类型活动促进居民交流，有效促

进多元共享。 丛合

1 月 20 日，2024 年上海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行动推进暨优秀案例交流会在上海设计中心召开。

2023 年，上海全市共划定完成 1600 个“15 分

钟社区生活圈”基本单元，建设实施 3000 余个民生

项目，以城市治理提升为引领，因地制宜探索社区

自治、共治模式，持续为基层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