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分钟生活圈”，“多圈合一”不是机械式的化零为整，而是多层次、

开放式的融合。如何由表及里、浸润人心？各方给出了不同的思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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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来，在普陀区
万里街道，我们开展了一场
需要“计时”的采访。

如果以真华路   弄小
区为起点，到万里公园步行
需要 分钟，到新村路步行
需要8分钟，到街道社区事

务受理中心步行需要  分钟，到万里虎
城商圈步行需要  分钟，到大场浦桥步
行需要  分钟。

如果以中环锦园小区为起点，到万里
公园步行需要  分钟，到新村路步行需要
 分钟，到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步行需
要  分钟，到万里虎城商圈步行需要  
分钟，到大场浦桥步行需要 分钟……

像这样的“计时”还有许多。以无数
个居民区为起点、以  分钟步行距离为
半径，这就是“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具
象体现。在这些“圈”里，人们能够去哪
里，做些什么，收获怎样的体验，享受哪
些服务？此外，还有多少短板需要补齐，
何种期许亟待实现？更重要的是，万里

街道的探索能为上海这座城市带来哪些
启示？这些都是我们想要探究的内容。

万里街道规划起点高、道路骨架健
全、绿化资源丰沛，但也有自己的难处：
居民人数多、密度高，商业活力与“烟火
气”相对匮乏，河道水质不佳。为此，街
道做了一系列探索，包括着力打造滨水
活力带、慢行示范区，优化功能布局等。

“  分钟”不仅是一个时间尺度，更
是百姓衡量生活便捷度、城市治理精细
化程度的一杆标尺。在采访中，有以下
几点给我们较深刻的启示。

首先是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大到
大场浦滨河贯通、新村路架空线入地工
程，小到万里公园内昔日“杂物间”的利
用，万里街道主动召开居民意见征询会，
广泛调研，汇集民智民意。这些征询会
并非流于形式。采访中有居民高兴地
说，之前提出关于路面铺砖的建议，没想
到很快得到回应。以人民为中心，方能
真正将为民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

其次是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坚

持科学规划、专业设计。万里街道  分
钟社区生活圈等规划比较成熟，一大原
因就是借助专家智库、社区规划师等“外
脑”，做了系统科学的问需求计与调研评
估，因此能够精准施策、完善布局。在地
企业也积极融入共建，展现社会责任。

再次是数字赋能智慧治理新场景。
例如，大场浦滨河贯通项目就有一个数
字化更新平台，将通过人流活动热力点
考虑相应配套设施。在河道周边还将配
备“智慧座椅”“智慧跑道”等，通过智能
技术精准提供优质服务。

最后是注入温暖关怀、增进城市包容，
让快递小哥等新时代城市建设者更有尊严、
更加舒心地居住工作，在“圈”里找到归属感。

社区是城乡生产、生活和治理的基
本单元；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
社区。    年，上海率先提出“  分钟
社区生活圈”城市治理理念。    年，
编制发布全国首个“  分钟社区生活圈
规划导则（试行）”；今年，发布《上海市

“  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工作导引》、

纳入城市更新“六大行动”……上海的相
关探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相较于“两旧一村”等改善实际居住
条件的城市更新，“  分钟社区生活圈”
的构建涵盖面更广、包含内容更多，也更
考验蓝图设计的专业程度与精准施策的
绣花功夫。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性、可
及性，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每个区域、街镇情况不同，更需抓
准特色，因地制宜，创新方法。

万里社区的探索与实践，对上海探索
“初老”社区城市更新路径，打造真正让老
百姓满意的“  分钟生活圈”，意义重大。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专业总工程师 钟律

从“形象的美丽”走向“深耕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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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街道自“十三五”规划起，将社

区规划确定的项目整合为公共服务、社

区事业、景观环境三大类共计39个，近

年来社区服务水平得到较大提升。

万里是一个传统的居住型地区，沿

街有许多居民区围墙，商业界面相对较

少。当前，社区层级的商业可能不再是

单纯的一个菜场或者超市，可以是社区

的综合性服务中心。底层是菜场，二楼

是健身房、为老服务、托幼中心等。多

功能综合是未来改造升级的主流方向。

同时，街道内可以选取不同道路，

因路施策，打造生活气息浓郁的生活高

街。例如富平路两侧以居住区为主，本

来就有沿街商户，通过优化业态，融入

便民商业，如早餐店、咖啡店、轻餐饮

等，提升便民服务的功能。而在一些背

街小巷，如香泉路，可以利用它车流量

小的优势，打造慢行优先道路，开展公

益市集、美食体验等轻体量居民公共活

动，实现以街道空间为载体，丰富社区

的商业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15分钟生活圈”的

设施布局要考虑不同人群出行路径的

不同。例如，年轻人的轨迹可能是家到

最近的轨交站点之间，他们日常使用最

频繁的可能是小超市、餐饮及公共空

间。而老人活动范围较小，最多行走的

路径是从家出发，终点是接送孩子去学

校，需要的设施主要包括菜场、医疗、为

老服务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

较少出现交叉打扰，在规划设施布局

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布置。

服务设施逐步补全，还需重视整体

空间景观环境的提升。万里本身拥有

优质的生态景观底子，有横港河—大场

浦—杨家桥高品质蓝色水环，和贯穿南

北的中央绿轴。未来万里空间景观主

线依然是整个蓝绿基底的呈现及人文

布局的完善。在此基础上，建议增加有

万里自身独特记忆点的景观，例如，万

里公园更新改造中邀请居民选出的“万

里八景”等，以此增加社区的独特魅力，

让人们能明确地感知来到了万里。

“15分钟生活圈”的打造最终还是

要服务于民。但在现阶段的社区规划过

程中，虽然居民参与的意愿普遍提升，但

由于内容略显专业，参与群体还是较为

有限。在许多社区规划前期调研过程

中，参与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因此需

要加强公众参与社区规划的广度与深

度，实现居民从被服务者向决策者转变。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和公
共空间促进中心高级工程师 王睿

因圈施策 丰富社区商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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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拥有良好的生态基底，万里公

园与居住区紧密结合，并积极营造蓝绿

空间、美丽街区等。与此同时，它注重

平衡式发展，聚集“宜游、宜居、宜养、宜

业、宜赏”等目标，倡导全过程的公众参

与。因此，“生态社区的平衡式发展”，

是万里的鲜明特色，也是入选《上海手

册》的主要原因。在这里，公众是社区

的共建者，政府是共建的推动者。

伴随着城市更新的脚步，万里正在

一步步焕新功能。6.2公里的滨水活力

带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城市滨水空

间不再只是单一的景观或休闲空间，而

是要具备多种功能，例如生态保护、水

资源管理、文化体验、社交互动等。这

决定了滨水区更新要多方参与、多领域

协作，方能实现多功能集成。

大家都向往水岸生活。其实，城

市滨水活力并不依赖于直接临水地段

的使用者，而是在距离河道1500米处

吸引的人数最多，这也恰与“15分钟社

区生活圈”相吻合。我们应该更精准

地给用户群体画像，聚焦不同时间段、

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建立设计者与

使用者的良性互动，使之拥有持续性

的活力。

当然，滨水空间只是其中之一。

要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关键还

在于身边能否触及优质均衡的服务，

包括医疗、教育、养老、托幼、商业空间

等。如果我们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体，

那么每个“15分钟生活圈”都像是一个

单独的细胞。如果每个细胞都形成健

康的微循环，通过交通路网联通，我们

就能形成更丰富的城市功能层级。

我们的城市建设还有许多历史遗

留问题，例如老旧小区的人口密度、健

康出行的便捷度、社区医疗机构的辐

射面、“一老一小”照料的覆盖度等。

“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不是一个商业的

计划，也不是一个马上就能看到盈利

的计划。它关乎民心，关乎民生福祉，

关乎公平的生活。未来的城市更新诉

求，要把这类民生问题作为我们的首

要考量，并使之与经济投入形成平衡，

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并实践“共

益”与“包容”，强调各方主体合作、分

享资源、共同承担责任，以

实现城市发展的可持续

性。一个美丽街区从“形象

的美丽”走向“深耕的美

丽”，需要进一步了解不同

维度、不同年龄段的人们的

需求。尤其对于弱势群体，

我们应该在公共体系中给

予他们更多关怀支撑，为他

们形成更精准的城市设计

“产品系”“工具包”，才能更

好做好城市更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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