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

区居民为服务对象， 服务半径为
步行 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以满

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
消费等为目标， 以多业态集聚形

成的社区商圈。 ”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等 11

部门印发的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指南》，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 既有满足社区居民一日
三餐、生活必需品、家庭生活服务
等基本消费需求的业态， 也有满
足社区居民休闲、健康、社交、娱
乐、购物等个性化、多样化、特色
化的更高层次消费需求的业态。

“我们将适时总结并推广成

熟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力争在‘十
四五’ 时期， 通过打造 ‘百城千

圈’，建设一批布局合理、业态齐
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

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城市便
民生活圈，为服务基本民生、促进

消费升级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

婷表示。

“上海将更好完善城市商业体

系，打造世界级消费地标。 上海商
业载体建设，既要高大上，也要有

烟火气。 要完善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推动商业资源下沉社区，

增强‘一站式’便民服务功能。 ”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顾军指出。

“早在 2016 年，上海就在全
国率先发布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规划导则》。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7-2035年)》更在全国率先

提出打造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明确在市民 15 分钟步行的范围

内，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宜学、

宜养’的社区生活圈。 ”

———上海市规划资源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将作为
重要内容，纳入《南京市商业网点

规划》修编，打造服务保障民生、推
动便利消费的重要平台载体。 ”

———南京市商务局将按照新
建社区、城镇已建社区、科技产业
园区、 城乡接合部社区等不同社
区属性，突出“便民”与“宜居”相
统一原则， 明确便民生活圈的商
业网点规模、布局、业态结构和服
务功能。

“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最

终目的就是实现 ‘家门口的幸
福’，就是所有的老百姓能够在家

门口享受到购物、娱乐、休闲、医

疗、养老等生活服务。 ”

———苏州市商务局市场体系
建设处处长李艾介绍， 将以此为
契机， 形成有苏州特色的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 让老百姓能够真正
地得到实惠。

“数字化、特色化、便民化可

以推动形成多层次、 多类别的小
店经济体系， 是小店未来的发展

方向。 ”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消费
与流通中心主任张希明表示，社
区店铺集聚，形成便民特色，将使
便民生活圈与已有的商业综合体
形成差异化竞争。

“社区商业是城市商业的重要

基础，是满足居民综合消费的重要

载体， 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社

区商业将在改善服务基本民生、促
进消费升级、畅通城市经济‘微循

环’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
院院长荆林波指出， 要充分发挥
各类资源和社会力量作用， 推动
社区商业业态创新、 管理创新和
服务创新，鼓励特色化、智慧化、

体验化发展， 提供适合不同社区
消费群体的多层次、 个性化商品
和服务。

“要加快新建改造一批充分

兼顾老年人及特殊群体生活便利
需要的无障碍服务设施， 做好老

年消费配供、理疗养生等服务。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陈立平认为， 一刻钟便民服务圈
可以保留现金、银行卡等传统支
付方式和面对面人工服务，探
索简便易行、 符合相关人群特
点的服务方式， 提高便民服务的
“温度”。

吕倩雯 曹博文 整理

    30 年前，从家乡舟山

只身来到上海打拼，30 年
后， 带着千名员工一年创

下十亿元营收， 既当选上
海市青浦区人大代表 ，又

担任浙江省嘉善县政协委
员……范立涛是名副其实

的“长三角人”。

印刷、电子器件、贸易、

地产……曾涉足多个行业，

范立涛多年探索和积累 ，

最终将 “冷与热技术”“水
凝胶技术” 应用于产品的

研发生产。 他创办的上海
创始医疗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也已成为行业领跑
者、标准制定者。

范立涛身上， 既有浙

商的务实与坚毅， 又有沪
商的开明与谦和， 还有长

三角这片创新之域对卓越
的共同追求———“产品永

远要比别人好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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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生活圈 幸福“烟火气”
    日前，商务部发布《关于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确定全国

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 30 个。 上海市长宁区、普陀区，江苏省南京市、

苏州市、浙江省宁波市五地入选。 什么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长三角如何提升居民

生活品质？

点

热热

既是浙商也是沪商，上海创始医疗
科技集团董事长范立涛致力创新———

产品永远要比
别人好一点点

因需而生的创业路

“我的家乡浙江，走在改革开
放前沿，所以我很早就盼着从舟

山渔村出来看一看，闯一闯。”
1992年，26岁的范立涛在舟山普

陀第二印刷厂担任副厂长，被派
往上海交流学习，“当时，有上海

的星期天工程师去往长三角城乡

辅导，也有各地的乡镇企业派员
来到大都市取经。”

那是范立涛第一次到上海，
单枪匹马凭借一股闯劲，促成了

当地印刷厂与上海电力系统的合
作，也获得了留在上海的机会。

1993年，范立涛在《新民晚报》看
到青浦富民私营经济开发区成立

的消息，萌生自主创业的想法。
“当时民营经济还是新生事物，但

我相信是大势所趋。”
“您的需要，我们创造”，1994

年，范立涛创办上海创始实业有
限公司，将目光瞄准市场所需。他

敏锐地发现国内对生物临床诊断
试剂缺乏专业的冷却技术和产

品，决心填补这一市场空白：“当
时运输生物试剂，用的还是可乐

瓶灌水冻冰等降温手段，太原始，
太不专业了！”

经过探索，公司在国内率先

实现速冷冰袋的量产。1999年广

交会，范立涛带着新产品参展，
甫一亮相备受关注，展会期间

就有超过 200 家企业寻求合作。

范立涛和团队抓住机遇，研制蓄

冷冰袋、冷热敷理疗袋等产品，不
仅获得市场认可，订单纷至沓来，

而且参与了多项行业标准的编制
起草。

因时而变的创新法

可替代羽绒产品的高科技
绒、用于生物医药及生鲜食品冷

链运输的温控技术及产品、解
决水土保湿及土壤改良的高分

子材料……如今，公司聚焦医疗、
医药、新材料三大领域，拥有两大

生产基地，形成上百条高品质生

产线。
早在 2007年，一家日本企业

找到范立涛，希望运用冷与热技
术，研发一款水凝胶凉垫，经过半

年多的研发、验证、试产、测试、改
良，这款产品成功上市，并在中、

日、美、法等多国获得了发明专
利，单个项目就为企业实现 3.88

亿元的年销售额。
然而，行业从来不乏模仿者。

几年后，日本市场出现了价格更

为低廉的竞争产品，让团队一度
陷入窘境。“三年多时间，工厂处

于半停产状态。”这段晦暗的岁
月，却坚定了范立涛对创新的重

视，“面对竞争，加大科研投入，让
产品永远比别人好一点点。”

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

公司对水凝胶类产品改造升级，
应用于医疗、医药、消毒剂等多个

领域，通过拓展产品线，公司扭亏
为盈，成功“复苏”。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建
立了研发中心，拥有一支 50余人

的博士级技术研发团队，每年用
于科研项目的经费达到全年营业

收入的 8%以上，并与复旦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

学、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
院等长三角高校、科研院所合作，

目前已获得各类国内外授权专利
350余项。

因聚而赢的创造力

“上海有着良好的生态土壤，
但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借助长

三角一体化，寻求更大的发展空
间。”响应“浙商回归”号召，范立

涛在距离上海青浦最近的浙江嘉

善，成立浙江三赢新材料有限公

司，主攻水凝胶产品、新型高分子
材料的研发生产。

2019年 11月，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成立，范立

涛的布局愈发清晰：上海青浦的
研发总部是“大脑”，支持技术与

产品的迭代升级，并与上海市质

检院共建实验室与检测中心，为
企业提供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服

务；上海与浙江嘉善的制造工厂
是“四肢”，科研、人才、资源在两

地流动，形成研发与产业的配套、
制造与服务的协同。最近，范立涛

又看准了一体化示范区，期待将
最新的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基地落

户于此，实现研发、制造、服务在
长三角多个城市间紧密连接。

“‘三赢’，寓意‘客户、员工、
企业等多方共赢’，这种聚合共赢

的理念，也是上海和长三角周边
地区共同富裕的缩影。”范立涛直

言，上海为苏浙皖“邻居”提供技
术创新，辐射带动整个长三角经

济水平和科创力量的提升；浙江、
江苏、安徽则承接成果转移转化，

形成联动产业链。“相互服务、相
互促进，最终实现共同发展，这正

是长三角的创造力。”
首席记者 范洁 实习生 李政隆

苏
在上海

苏 皖人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